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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得

第一次出现在文化大
革命后期，以张铁生交白卷
上大学为高潮，那些年“我
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
学ABC，照样干革命”，成
为广大青年的口头禅，学校
停课，学生停学，知识分子
是“臭老九”，成为批斗的对
象。以大老粗为时尚，越穷
越光荣。在这样一种社会氛
围里，知识成了一种罪恶，
知识本身似乎的确无用，因
为没有使用的地方。但这种
“读书无用论”是一种自上
而下所引发的思潮。在广大
的老百姓心中，知识依然是
神圣的，不然在 1977年恢
复高考时，怎会有 1160万
人拥进考场？在随后的一些
年内，高考和中考成为广大
社会底层百姓尤其是农村
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一条
公平竞争之路，即使它是一
座独木桥。

第二次的“读书无用
论”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
初，最典型的口头禅就是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
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
刀的”。由于允许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许多没有读过多
少书的，又没有进入国营事
业集体等等所谓单位的人，
首先进入了个体户的行列，
进而也成为大众羡慕的先
富起来的人，由于体制等原
因，教授、医生、教师、公务
员、工程师等等，依然在单
位拿着难得涨一下的固定
工资。于是就泛起了“读书
无用论”。

第三次的“读书无用
论”是最近这两三年，首先
从农村出现，并且呈现蔓延
之势。过去靠高考改变命运
的农村青年面临无能为力
的三大难题：一是高考的公
平性已经不如以前；二是高
昂的学费让贫困的家庭感
到大山一样沉重；三是花费
巨额费用大学毕业后却不
能找到工作。这一次不再是
知识无用，谁都明白知识有
用，但在三大难题面前，虽
然也明白考大学还是改变
自己命运的最佳机会，但即
使自己不愿放弃，整年劳作
于田间、收入微薄、没有任
何社会福利和保障的父母
也要逼其放弃。在这种无奈
之下，这些贫困的农村家庭
就只有在改变命运的机会
面前选择投降。

人力资本的价值不仅包
括显性资本，还包括隐性资
本，是蕴藏在每个个体之中的
能力、品格、工作热情、创新精
神和对企业的忠诚度等等。隐
性资本价值无法用货币计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读大学就是
对隐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
一种方式。

像其他各种投资一样，今
天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钱，在

将来会产生收益，甚至是一个
非常高的收益。当然我们这里
说的收益是一种广义的收入，
不仅仅包括工资水平和福利水
平，还包括好的生活居住环境、
好的工作环境、好的人文环境、
较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发展
空间等等。所以，对人本身进行
投资，就犹如选择了一项利率
很高的无期存款形式，虽然本
金永远无法取出，但在其所有

者的整个生命周期里可以源源
不断地为其带来收益。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随着大学连年的扩招，劳
动力市场上对大学生供求状
况的改变，大学教育收回投资
的时间越来越长，年投资收益
率越来越低，这就需要政府及
有关部门在降低投资成本、提
高投资收益等方面对当前的
教育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对许多父母而言，孩子考
上了大学，意味着四年之后孩
子顺利地被资金雄厚的外企
聘用，没过多久，房子、车子、
票子等等一应俱全；或者当上
了公务员，若干年之后，再通
过各种渠道，踏上仕途之路。

其实，这种思想是一种
“急功近利”的体现。许多
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向
往的是未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其实，即便是你顺利毕
业，又顺利地就了业，恐怕
现实与理想也还有着距离，

还需要一步一步拼搏，现实
的路还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下去。

当前，大学教育已经由精
英化向大众化转变，接受大学
生教育的学生不要总想着自
己是天之骄子，是精英，而要
把自己看成一名普普通通的
求职者，是社会各阶层的一个
普通成员。目前的高校就业已
经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
场”，人才使用的决定权完全
取决于市场。

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

势，大家都喊转变就业观念，
可现在一些毕业生已经开始
转变观念了，但众多家长却还
是不习惯于大学生从事那些
看起来“不体面”的工作。目前
一些毕业生没有及时就业，其
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来自
家庭、社会的职业观压力。因
此，父母应该克服这种就业的
“心理落差”，在指导大学生就
业时不应该盲目攀高，非大城
市不去，非大公司不去，非外
企不去，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想
法。

在采访几位大学生的家长时，我一直忘不了王
玉荣的眼神：无奈、不解、甚至是些许的抱怨。大学
生就一定是人才吗？考上了大学就一定会有好工作
吗？我看未必，关键还是看你这个大学生能不能真
正成为“天之骄子”。

不少在校大学生都有这样的想法：十年寒窗无
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记者在与许多在校生交流
的过程中，不少人还为考上了“重点”“名牌”而沾沾
自喜。殊不知，在大学这一与社会衔接最为紧密的
环节，一切竞争才刚刚开始。

一部分人选择了拼搏。上课、自习、实践……忙
忙碌碌中，收获了充实的四年；

一部分人选择了堕落。网游、旷课、吃喝玩
乐……在吞云吐雾中，四年的大学生活也转瞬即逝；

当然，也有一大部分人选择了平庸，度过了碌
碌无为的四年。

可能在不经意间，大学生也开始有所分流，能
力也有了“三六九等”。而这一切，在就业的季节，自
会有“社会”这个天平跟你算总账。

诚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有一些良好的
社会关系，这是找到好工作的捷径。可是，没有了
“关系”，没有了“门路”，难道就只有“失业”这条路
吗？大浪淘沙之后，真正的是“剩”者为王。

随着高校的扩招，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能够升入大学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大学生”可能仅
仅是一种“符号”，一种可以转化为“人才”的符号，
而能否转化成功，则很大程度上靠个人的努力。

在抱怨没有关系的同时，不妨换个角度想想：
就从你自己开始，靠你的拼搏，为你的后代打下良
好的基础吧！

新华网友：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读书的意义
和地位从来就没有降低丝毫。而之所以一次次地
高喊“读书无用论”，仅仅是人们在不堪重负的教
育成本面前发泄不满情绪的方式。因此，由于大
学生起薪太低或许真的会再次引发“读书无用
论”的抬头，是不能当真的。我们不能指望大学生
一毕业就能拿高薪，读书的价值立马体现出来，
这是需要时间的。

腾讯网友“心的方向”：在大学里自我感觉就
是学习怎样做人，为人处世其实真的很重要。步
入社会，我们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在
大学里，和同学之间的相处，可以看出一个人在
为人处世这方面的情况。

新浪网友“danhuangpai”：是读书无用？还是
没有钱读？读书无用论，不过是很多上不了大学
的同学的父母自我安慰罢了！真的没有用吗？这
个社会没文化又有钱的暴发户是少数，大多数有
钱人还是有文化的。不要老和少数人做比较。

新华网友：大学生的费用年年增加年年提升，
读完大学还要接受国家教育部的那个“不要认为
大学生就是精英”的言论。读完昂贵的大学，干一
份一个月只有几百一千元的工作，这样的读书有
用吗？

新华网友：现在读大学是无多大用处,浪费了
时间和金钱,大学四年花费四万(还未算读高中的
费用),而如果不读大学可以挣四万,读完大学一样
是去打工,工资也差不多(工作可能要轻松点)。五
六万元对先富起来的人不算什么,但对大多数农
民和普通工人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可能一辈
子也积攒不下来。知识谁都想要,但现在读大学应
该是有钱人的享受。

新浪网友：如果你家在农村，家里有一堆弟弟
妹妹，老父老母，你还能安心在大学里享受那些所
谓的种种“美好”吗？你可能早就在发愁如何赚钱
养家。更残酷的是，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可以比打
工赚得更多，这就是现实，读书真的有用吗？

一自称来自湘西农村的大学生在留言中为
农村学生辩护称：“读书无用论”的确是一部分农
村的现象，但并不是农村的孩子不想上大学，而
是他们的条件确实很差，难处确实很多，与其批
评他们鼓吹“读书无用论”，不如更多地去关注偏
远农村的教学困难。读了两年的大学，听身边的
同学说他们地方考试的情况，我有说不完的辛
酸，可现在谁又能真正关注偏远农村的教学呢，
我们没有选择，并不是我们不想读书，而是我们
很难，很难。

网友“wxc423”：读书——— 换句话就是知识，
是肯定有用的，它对你的人生价值、理想都有不
可替代的影响。只不过是读书对有些人来说，代
价过于沉重。上大学也是一个投资，是有风险的，
城市人承担得起这个风险，并且由于关系网能力
更大，所以出路、手段也更多，农村孩子的读书有
点像赌博，谁知道结果怎么样呢，这是我们社会
需要改进与努力的地方吧。

■相关链接

新中国成立后的

三次“读书无用论”

“读书无用论”死灰复燃了？
听听网友专家怎么说

本报记者 王富晓

记者手记：

大学生和人才不能画等号

王怀明（山东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读大学是隐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

■专家观点

马广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父母应该克服大学生就业的‘心理落差’”

■网友激辩

“有用论”：

读书的价值体现需要时间
“无用论”：

还是早工作早赚钱好
中立方：

更应关注偏远农村教学

教育关乎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国家的未来，但是现今，一种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已形成蔓延之势。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