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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过完童年，就是中年了
原创： 咪蒙   2017-03-13咪蒙

                                                      （viv1姑娘 作品）
“明明才20岁，却时刻陷入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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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艺说，我很焦虑，因为我不想成为第一批被历史淘汰的90后。
小艺是我的同事。

公司聚餐，我本来想跟大家聊聊“波音777”小视频，结果小艺和另外几个人特别走心地在聊90后的焦虑。

我实在是不懂，还有什么事，能比找不到小视频更焦虑的吗？

小艺说，她最近是真的蛮有感触的，因为她大学室友的事。

她室友毕业后，没听父母的安排，辞掉了税务局朝九晚五的安稳工作。因为一眼就看到了自己60岁的样子，太可

怕了。

之后，她室友去了北京一家创业公司，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特别特别拼。

小艺觉得她室友好酷，受了她的鼓励，才来当北漂的。

然而没想到，前段时间，她室友辞职了，回了老家，随便找了个男生，认识不到1个月，就闪婚了。

她室友说，“在北京太累了，坚持不了，我认命了”。

在她室友的婚礼上，小艺看着那帮同学，曾经在学生时代，她们都是有梦想的人，有的想成为明星经纪人，有的

想开一家书店，有的想成为职场女强人……

现在，才24岁，她们的画风已经完全变了。

她们开始谈论把单位的卫生纸拿回家，一年能省下不少钱；

她们开始谈论老公出轨了，但是没关系，只要按时拿钱回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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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彤说，我很焦虑，因为大学时代买不起的东西，现在更买不起了。
小彤是我采访的一个女生。

高考的时候，小彤毫不犹豫地填了北京，她想去看看，那到底是个多神奇的地方。

这一读，就是七年。

研究生毕业以后，小彤留在北京一个教育机构上班，租了一间卧室——的半张床。

开始说夹带着英文的中文，和同事讨论CPB的粉底好不好用，跟学生讲自己念书多么牛逼，又是高考状元又是研

究生保送，引来一片00后羡慕的眼神。

回到家，为了10块钱水电费跟合租的人吵得不可开交。

都说要有诗和远方。

可是，北岛、木心、苏格拉底、柏拉图……谁也不能帮她在北京买个房。

她说，踩着90年的线，以90后的名义，安慰自己年轻还能拼命折腾。可是自己已经27岁了。
每个月9号，还完花呗，都感觉自己身体被掏空。

总是在点击还款的那个瞬间提醒自己，下个月绝对不再乱花钱。

第二个月，照样精打细算地除去房租和水电费，把剩下的钱心如刀割地还进去。再看一眼银行卡余额，又是紧巴

巴的一个月。

每个月1号开始，最烦的就是听见短信的震动声。

她们开始谈论怎么才能生个儿子，稳固自己在婆家的位置……

看着她们讨论这些事，热火朝天的样子，小艺完全插不上话。老实说，小艺挺感伤的，同时也很害怕。

害怕自己跟她们一样，过上了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种庸俗的生活，讨论起上一辈妈妈们喜欢谈论的话题。

在她们身上，时间仿佛倒流了。

90后不是意味着颠覆和反叛吗？

她们年纪轻轻，却已经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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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说，我很焦虑，因为都说出名要趁早，可我觉得自己来不及了。
pp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

高二的时候，他是学霸。

班上有个同学，不务正业，辍学到处去学英语，厚着脸皮去各个讲座，跟高手们交流。

后来他越来越厉害了，到了北京，参加一个很屌的美式辩论赛，拿了冠军。

pp大一的时候，这个同学就已经是某公司总经理助理了，月入过万，每天到处飞。

他的朋友圈都是“今天在巴黎醒来”、“这个月已经飞了八次了”那种商务装逼范儿。

pp还是安慰自己，没关系，只要自己好好读书，以后一定比他更成功。

两年过去了，那个同学去了美国，在全美TOP3的商学院上学，主持的都是全球高峰论坛。

他的朋友圈都是新闻里才能见到的大人物，某国大使啊，跨国集团董事长啊之类的……

那段时间，pp一直抄写一句名言，“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

他试图激励自己，不要被眼前的失败和诱惑打倒。

抄了很多遍以后，他终于领悟到一件事——自己的字写得好丑。他说，焦虑就从这里开始。

看见牛逼的人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看见成功的道路就开始思考选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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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震，就寻摸着是不是各种账单出了。

无意间点开手机，真看见短信，手忙脚乱地把短信给删了，生怕同事看见。

之后假装淡定地放下手机，继续和同事聊CPB和阿玛尼谁家的粉底更好用。

穷归穷，装逼还是不能少的。

杨小欠说，我很焦虑，因为我想改变，却又不敢改变。
杨小欠在北京一所高校念大三。

她明明讨厌学习，讨厌本专业，却还是要像班里的其他同学一样在教室里坐着，边玩手机，边不时抬起头来假装

自己有在听课。

她一直以为这是所有大学生的现状，直到前段时间，她的室友退学了。

她们整个宿舍都懵逼了。

明明每天抱怨着上课无聊，一天说要退学100遍的是她们。

结果有勇气退学的，居然是那个连翘课都不敢的室友。

室友说，她以前认真学习，只是因为不知道除了学习还能干嘛，但是暑假接触了健身之后，瞬间就爱上了。所以

就退学了，专心做个健身教练。

杨小欠说，她不只一次地想过退学。

但是她太怕失败了，怕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又没有了文凭。

跟她同样被折磨的，还有那些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不敢辞职的人。

那些明明不喜欢学习，但为了拿个硕士文凭，好找工作，去考研的人。

他们因为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所以不敢做出改变，怕改变之后会比之前过得还糟。

明明才20岁，却时刻陷入中年危机————墨守成规又身心俱疲。
 

 

近期《新周刊》发了一篇文章，叫《90后的中年危机已经杀到》。

其实，这种危机也叫四分之一人生危机，它的主要症状就是迷茫和焦虑。

这些20多岁的人，站在世界面前，却不知道入口在哪里。

他们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发声，如何与世界相处。

矫情吗？

矫情。

但我很羡慕。

当年80后、70后的大多数，可能不会如此焦虑。

他们早早地毕业、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地过日子，不知道还有寻找自我的可能性。

他们中的一些人，到了三四十岁，才开始发现自我；

也可能这辈子，都发现不了自我了。

90后早一点思考这个问题，早一点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早一点经历反叛世界的阵痛，反而是幸运的。

对于焦虑的90后，我想说的是，其实没什么可怕的。

就像知乎上有人问，年轻时候最应该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点赞最高的答案是：由于害怕而什么都没有做。

本文编辑：杨艺    
实习生：杨迎 彭卓然 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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