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佛系”生活方

式成了特别热门的词汇。这个词

最先火于“饭圈”（粉丝圈）自嘲，

转而变成“佛系”追星，不吵架、不

控评（操控评论），对爱豆绯闻心

如止水，偶像人设崩了就换一个

爱豆追。此后“佛系”又迅速延伸

到了各个领域和职业，比如佛系

员工、佛系公司、佛系点赞、佛系

乘客、佛系外卖等等，成了90后自

嘲的生活方式。

然而，与佛家真正的心如止

水、无欲无求不同，佛系心态是求

之而不得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无

奈，从更深一层来说，是认识到自

己欲望无法实现又无法排遣时，

与世界的和解。追星太深入，感

到巨大空虚转而佛系爱偶像；淘

宝申诉退换货太麻烦了，自动确

认收货懒得给差评；公司竞争太

激烈升迁无望，本职工作绝不推

辞但也绝不会主动揽活，按时按

点完成但绝不会超标准做好；经

营感情太累了，能自己解决绝不

找对方撒娇。

“佛系”总令我想起心理学上

“认知失调”的概念：一个人的行

为与自己先前对自我的积极正面

认知产生分歧，从一个认知推断

出另一个对立的认知产生不舒适

感。为了缓解这种不舒适，人们

需要采取方法去化解这种失调。

很多人采取消极回应的做法。从

“我可以努力改变我自己实现目

标”变成“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

干嘛要费这么大劲去实现”“做人

嘛最重要的是开开心心”。这样

的“无欲无求”“内心毫无波澜”一

旦引起共鸣，就成了“佛系”的社

会流行心态。

除了“佛系”刷屏朋友圈，这

段时间“第一批 90 后已经秃了”

“第一批 90 后已经买不起房了”

“第一批90后已经离了”等文章在

朋友圈热转。原本应该充满朝

气，如同“初升太阳”的年轻人与

一些形容中年人的标签紧密联系

到一起。在我看来，“佛系”正体

现了陷于都市焦虑的年轻人应对

“第一批90后已经”系列的解决之

道。

挣扎在温饱线的人是不会

“佛”的，他们要不断努力工作，才

能得到一个容身之所，养活自己

和家人。而在解决了基本生活需

求之后，年轻人在获得个人价值

和社会认同的过程中产生了迷

茫，难以获得自我价值实现感。

在物质世界购物、网络社交、买

房、买车的成本太高，更难获得自

我满足。比起“颓废”生活，“佛

系”生活倒是多了一些抗争意味：

我不满意现有的生活，但我知道

自己根本不会影响庞大社会机器

的运转，所以老老实实完成本职

工作。但是，循规蹈矩生活并不

意味着妥协，我绝不为外物所累，

给自己保留心中的一点执念。

以此调侃倒也无妨，毕竟在

消费主义构造出的虚幻世界里，

如果要满足所有欲望，人也就被

物质异化了。房价太高、生活成

本太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社

会阶层流动变难……生活太艰

难，不如洒脱些与之和解。但是，

不论事业、家庭、学业还是爱好，

人生在世总要有点执念并为执念

做点什么，有自己坚持的信条。

否则，全方位的“佛”不如称之为

“懒”。如果年轻人都抱着暖水

壶，泡着枸杞水，蜷缩在椅子上

“佛了”，那整个“立地成佛”的社

会估计也不会太好。

（中国青年报）

要就事论事
在很多人看来，“佛系心

态”未免有些消极。“佛系”其实

是一个舶来品，“佛系人生”，意

思就是不管是对待工作、生活

还是恋爱，都没有必要斤斤计

较，给予自己太大的压力，而是

尽力就好，不做强求。

“佛系心态”必然会引起很

大的争议，其实凡事都有两面

性，有没有“佛系心态”并不是

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我

们在对待具体的事物时，该采

取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行动。

因此说，有没有“佛系心态”都

不要紧，重要的是能够分得清

楚哪些是需要自己去努力奋

斗，全力争取的，哪些又是应该

平和看待，不过分计较的。这

才是一种客观、理性的人生观。

别为逃避找借口
“佛系青年”看似具有陶渊

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大智慧、大格局，其实谬

之千里。事实不过是一些人在

现实的挫折之下，失去了直面

挫折的勇气和能力，于是只好

找一个“我和谁都不争”的借

口，化解自己的无能和尴尬。

正所谓出世是真，入世是

妄。工作压力再怎么大，现实

的人际关系再怎么复杂，房子、

车子、孩子等“大山”再怎么让

人喘不过气，终归需要勇于面

对，然后再竭尽全力去一个一

个解决。

杨绛先生说“我和谁都不

争，和谁争我都不屑”，那是因

为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她争；陶

渊 明 能 够“ 不 为 五 斗 米 而 折

腰”，那是因为他心中有更高的

追求。现代生活的确让人很累

很疲惫，但生而为人，就应该砥

砺前行，如此之后，才有资格谈

天谈地谈人生。

(福建日报)

一夜之间，“佛系青年”成了

流行词，舆论看不惯，各种调侃、

讽刺、批评汹涌而至。

荒诞感是在对比中产生的。

我们的文化与传统，一直拒绝成

为滋生“佛系青年”的土壤。战国

时期的苏秦年轻时“头悬梁、锥刺

股”，东晋的祖逖“闻鸡起舞”，唐

朝李白少年时不爱读书，一个婆

婆适时地出现了，告诉他“只要功

夫深，铁杵磨成针”……在这样的

背景下，90后一代突然变得如此

虚无、颓废，怎不令人感到荒诞？

至于荒诞中的温情，则来自

批评者在调侃与嘲讽时隐约闪现

的宽容，甚至还包含着一点点的

羡慕。对于“佛系青年”的生活方

式与生活观念，舆论虽持反对态

度，但也没有一棍子打死。60后

瞧不上70后、70后瞧不上80后、

80 后瞧不上 90 后……这个代际

歧视链到90后这里的时候，似乎

要被终结了，因为90后根本不会

像上两代人那样，死活要把自己

的能力证明给人看。

祖辈、父辈、兄辈，都在近似

的物质焦虑阴影下挣扎，90后这

一代，总算不为钱、为食物、为工

作与前途抓心挠肝了，他们所追

求的“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子”的

生活，使得未来中国有可能重复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模式。在此

之前，从村上春树的“小资文学”

盛行，到宫崎骏动画的蔓延，从干

物男、干物女，到宅文化、二次元

文化，从小确幸、丧文化，到这次

的“佛系青年”，源头无不可追溯

到日本流行文化……而这些现象

的产生，均由以下几个因素催生：

经济的发展、信息的泛滥、人际关

系的疏远。

“佛系青年”现在的样子，有

令人羡慕的成分。年轻人有选择

的权利，不用去指导他们怎么去

生活。无须过多担心他们，要相

信，就算是“垮掉的一代”，到了一

定的年龄，也会自然觉醒，把所谓

“荒废”的时光找回来，负起家庭

与 社 会 的 责 任 ，成 为 中 坚 力

量。 （东方卫报）

别过多为“佛系青年”担心
众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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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坚守的信条
“佛系”不如称之为懒系

无可无不可的“佛系”一夜风

行，其实是击中了现代社会的一

个痛点：累。生活节奏快、事业追

求高、精神压力大成为常态，一看

这文章，心里激灵一下。哪怕扭

过头，扒拉两口饭又改文案去了，

活不成这样，但也想给它点个赞，

转发一下。

朋友圈中，有一个干媒体的

哥们的转发打动了我：工作之外，

真想这么干——请注意，他也向

往，但加了一个前提。

这让我想起了乔布斯。同款

牛仔裤、T恤衫，可能得有十几条

不止。脏了随手一换就得，不在

这方面花心思。可是，在工作上，

一个细节不满意，能把自己和下

属都折腾个半死。

云淡风轻、浑不着意好不

好？太好了，但必须守住一条：总

得有走心的地方。处处不坚持，

事事随大流，那只能是淹没于人

潮、迷失掉自我。

有所坚持之后的“佛系生

活”，本质是断舍离，是极简主义，

是聚焦。是心系做实验把怀表搁

锅里煮，是撞上大树还道歉，不拘

小节，不理细务，是所求者大，是

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到一点上，好

求一针捅破天。

自 然 界 中 ，也 有“ 佛 系 动

物”。比如老鹰和老虎，鹰立如

睡，虎行似病，瞧着可随意了，可

是一旦锁定目标，咔嚓一下，闪电

一击，也不睡了，也不病了，往往

一下毙命。本质上也是抓大放

小。如果真是啥也不用心，那是

肯定通不过自然选择的大剪刀

的。脖子上挂饼不知道转，只能

饿死嘛。

除了坚持与随意的辩证法，

还有一层分寸感的道理。终日碌

碌不是美好生活，但光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美好生活肯定也实现

不了。

有人戏言，“佛系”也行，愿做

一个“斗战胜佛系”青年。西行路

上，悟空会玩耍、敢担当、勇打拼，

做下偌大事业，此真有志者言。

（人民日报）

事事随大流,只能迷失自我

“总之，比起薪酬，情怀、感情等软性要
素同样不可或缺——这其实也是关于就业
更为成熟的思维和想法。”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高校

1049 名大学生，对“什么影响了大学生择

业”进行问卷调查。84.12%的受访者认为

工 资 福 利 是 择 业 重 要 因 素 ，67.38% 、

62.37%、61.52%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工作环

境、个人兴趣、行业前景等因素会影响他们

择业。教育部公布消息，2018届全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预计820万人。 （新华网）

“好多人在应试教育下长大，缺乏以
兴趣为前提的启蒙教育和未来规划。后
来读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最终选择了自
己没兴趣的工作。再加上生活压力和自
身技能经验的缺乏，只能年复一年，哪里
还谈职业幸福感。”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调查显

示，69.9%的受访青年职业幸福感高。其

中，从事自己喜欢职业的青年幸福感

（91.3%），比从事自己不喜欢职业的青年

幸福感（27.5%）显著偏高。(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