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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90后”生命观的肯定方面：生命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性；生命在于奋斗；生命价值评估非标准化。

“90后”生命观的否定方面：抗挫折能力较弱；易感迷茫与空虚，缺乏意义感；生命价值评估标准混乱。

本文概括“90后”生命观的基本内涵并分析其与新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两方面的相关性。最后基

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审视“90后”生命观，并对构建新时代科学生命观提出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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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the post-90s’ values on life: life has the dual nature of nature and society; 
life lies in struggle; life values assessment is not standardized.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post-90s’ 
values on life: the ability to resist setbacks is weak; it is easy to feel confused and empty, lacking 
sense of meaning;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life value is confus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
sic connotation of the “post-90s” outlook on life and analyzes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social envi-
ronment and social culture of the new era. Finally,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this paper ex-
amines the post-90s’ values on life, and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for building scientific’ values on 
lif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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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研究对象是生于 1990 年以后至 2000 年之间的中国公民关于生命的看法。“90 后”至今最年轻

是 22 周岁，最年长是 32 周岁(以 2022 年为准)，他们中大多数已步入社会工作多年，成为中国社会经济

发展的中坚力量。“90 后”的生命观是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90 后”生命观进

行研讨不仅可以为生命教育、生命价值观等理论研究提供观点性资源，也可以把握当下社会年轻人生命

价值取向的动态，这是构建新时代科学生命观的重要前提。 

2. “90 后”生命观 

本研究采用投射方法 1，向调查对象随机发放记名问卷 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50 份。我们在问卷中

设置的题目是用“生”、“命”、“生命”及“生命价值”等字词造句，这些字词都是人们表达生命观

时通常会用到的关键词。在未如实告知被试者问卷真正用途的情况下，他们写出的句子更能有效真实地

反应出一些关于生命根深蒂固的观点。问卷中的分析题采用科尔伯格 2两难故事测验的“海因兹偷药”，

虽然此方法早期主要运用在研究儿童和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模式，但无论是道德判断还是法律审判的标

准都与人们的价值观紧密相连，所以通过分析被试者关于海因兹行为的评价，观察他们关于生命的思考。

我们共收集被试者关于“生”、“命”、“生命”及“生命价值”的句子 1800 个，通过召集 10 位志愿

者帮助我们阅读句子，筛选剔除不包含观点的句子 342个，记录整理表达了关于生命观点的句子 1458个。

10 位志愿者每阅读一个句子都会标注他们理解到的观点，针对有争议的句子我们会再邀请被试者为我们

讲解。我们也随机邀请被试者基于“海因兹偷药”的问题进行深度访谈，夯实我们的分析结果。本研究

基于调查资料总结了“90 后”生命观的基本内涵。 

2.1. 生命观的框架 

生命观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关于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过程、生命的价值及生命的归宿最

根本的价值判断及总的看法。第一，人类生命既包括实体性的生理生命，还包含关系性生命，如血缘性

亲缘生命、人际性社会生命和超越性精神生命[1]。人作为一种最高级的生命存在，生命的本质不仅在于

蛋白体的不断自我更新，更在于关系性生命促使生理生命变得丰满，甚至实现超越。第二，人类生命是

一个自主自为实践创新创造的过程。人是自为地存在着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是自由的存在物。人能

够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够超越动植物的自然状态以及必然性的束缚，有选择地去存在、去

活动，是自由对必然的超越，具有自为自觉自由的特性。人“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

并表现自身”([2]: p. 326)。人具有知识，具备认识能力，就能够意识到自己在本质上不是单独的生命个

Open Access

 

 

1投射方法(投射测验)通常是向被试者呈现一些模棱两可的图片或是不完整的句子或墨迹等，要求被试者解释其含义，在解释的过

程中显露出被试者的个性心理及思想特征的一种测试方法。 
2【美】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Kohlberg, 1927~1987)两难故事测验是研究儿童和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模式的一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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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是一种类存在物，不是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意义性存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

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

身看作类存在物。”([2]: p. 273)人在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着人之为人的一切本质，创造着

人之为人的一切条件。第三，人类生命价值包括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社会价值是个体为社会所做的贡

献，自我价值是个体在社会中所得到的尊重和满足。无论是社会价值的实现还是自我价值的满足，都离

不开个人作为主体给社会提供创造性劳动为前提。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才是人类实现生命价值的手段。离

开文化创造活动，人类自我价值的实现、人生意义的延续都将无从谈起，文化本质上赋予了人类生命行

为以尊严、价值和意义[3]。第四，人类生命最终的归宿是在于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在生活世界中对

物质和名利的追求，实际上都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精神诉求。“‘现实离不开思想’。如果离开了思想，

根本不存在‘社会’现实”[4]。人类在现实社会中的言行都受到来自外界或本身精神思想的指导，人类

生命最终影响后代最深远的莫过于本身传递出的精神思想。 

2.2. “90 后”生命观的肯定方面 

1) 生命的本质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性。人是自然存在物。“生命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小

到小草，大到蓝鲸，每个生物都有生命。”、“生命，那是自然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每一条生

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保护动物也是保护人类……”3“90 后”会把自己的生命与自然界生物联系在一

起。“生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请不要放弃你来之不易的生命。”、“生命是最值得珍惜的。”、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90 后”意识到生命弥足珍贵且不可逆转。他们对生命的

自然本质有两方面的认知：一是人类来自大自然，自然界是先于人类的客观存在，它为人类提供生存资

料；二是人类与自然界其它生物一样会遭受机能衰竭，蛋白质分解消亡的生命历程。这些认知是以人类

为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的重要思想基础。人是社会存在物。“今天

的和平是先辈们牺牲多少生命才换回。”、“不断的成长自己以及贡献社会，这就是生命价值。”、“这

就是属于他的生命价值——为中国科技事业奉献自己。”、“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取决于他或她对于社会

做出了多少的贡献。”“90 后”对生命社会本质的认知主要体现在生命价值的维度。社会中的人依赖于

与他人交往合作，构建出合理科学的生产关系来提高个体的生产力及生活能力。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活动

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体的生命潜能，实现自我价值。“90 后”也理解人类社会具有传承性，人们以大自

然的物质世界为基础，有目的地改造外在世界，建设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代代相传，在前

人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现有模式，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 
2) 生命的过程在于奋斗。“命运由自己掌控”、“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每一次的失利，都

不能怪罪于命。”、“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90 后”认为人生的生命体验是可以自己把握，靠

主动争取获得。50.70 亿[5]票房成绩的电影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传递的价值观就是哪吒喊出那句：“我

命由我不由天”，收获了众多“90 后”的掌声，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生命本是高贵的，但某些不拼搏

不奋斗的人，却将自己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生命价值在于不断地努力奋斗。”、“我们不能轻

易向命运屈服。”、“即使命运扼住了我的咽喉，我也不会轻易屈服。”、“把人生的种种挫折归罪于

命，却没有想着如何去改变，是一种消极的人生。”“90 后”对待生命的态度是积极向上。他们对生命

过程的认知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个体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运；二是个体掌控命运的前提在

于奋斗，即不断提高自身获取财富的技能。 
3) 生命价值评估非标准化。“可悲的是，当代年轻人用命拼来的钱，最后真的有那么多的命花吗？”、

“万物皆有自己的命，应该互相尊重，而不应互相践踏。”、“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被呵护”、“每一

 

 

3本文引号内加粗的句子是被试者的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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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存在。”“90 后”意识到在讲求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人们总是抓紧每分每秒把

自身的劳动力转化成生产力，通过透支未来的身体健康换取更多的财富。大众传媒不断制造“需求”，

煽动大众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物质欲望和消费欲望。我们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会逐渐迷失自我，

成为金钱的奴隶。生命不可被物化，被标价，生命价值评估体系多元，能激励每个个体追求全面发展。

“生命价值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不同的人的生命有不同的价值。”、“在不同的领域各尽其职，所以

不能一套固定的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生命价值分为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生命

的价值不能用拥有了多少来衡量，而是应该以付出作为判断标准。”“90 后”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去理解

生命的价值。 

2.3. “90 后”生命观的否定方面 

1) 抗挫折能力较弱。“弱小可怜的我被命运握住了咽喉。”“命运对我如此不公，我该如何坚持？”

“在困难面前，生命变得很脆弱。”“90 后”对于生命中的压力、挫折总会表现出一副无能为力、想放

弃的状态。虽然他们知道要奋斗，但是在奋斗的过程中，又时常没有做好迎接挑战，克服困难的心理建

设。所以当他们的生命中出现不如意时，他们容易崩溃，无法承受。在深度访谈中也体现出“90 后”心

理素质偏弱，易被挫折打击后留下心理阴影，怀疑自身能力。 
2) 易感迷茫与空虚，缺乏意义感。“人生之开心莫过于一生、两人、三餐、四季。”“人生只是命

中注定罢了。”“算命的有时候也有几分道理。”大部分“90 后”认为自己感受不到生活的丰富与精彩，

内心时常感到空虚与迷茫，就如同走在一条没有路标，没有任何参照物的道路上，很容易在人生的道路

上迷失前进的方向。虽然他们会羡慕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主人公哪吒有逆天改命的信仰与能力。

但现实生活中的“90 后”却信仰虚无，找不到人生意义的支点。 
3) 生命价值评估标准混乱。“什么是生命价值，即人对自己所衡量的标准罢了。”“每个人的生命

价值难以直接衡量。”“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生命价值吗？”“我信命，但我从不认命。”“生命价值到

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楚。”“90 后”强调从自我的角度去衡量世界万物，每个个体的标准不

完全一致，每一种生命状态都有被理解、被认可、被推崇的部分。这使得他们陷入价值标准混乱的局面。 

3. 探究“90 后”生命观形成的外因 

“90 后”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国开始崛起的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让“90 后”过上了

较为富裕的物质生活，他们虽然没有温饱之忧，但由于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也让他们充分意识到未来充

满变数。“90 后”是数字原住民，“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具有基本教育程度的人所面对的资讯环境不是

地方性的，而是全球性的[6]。”物质决定意识，“生命价值观是环境与教育长期影响的结果，具有社会

依从性[7]。”我们探究“90 后”生命观形成的主要外因，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这有助于我们审视“90
后”生命观。 

3.1. 社会环境 

“90 后”出生并成长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重视个体的需求，

“商品经济体系里，讲究的是需求导向，如果生产的产品没人要，不管投入多少资源，付出多少劳动，

都是没有价值的”[8]。市场经济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技术革命，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新兴职业、新业态、新模式越来越多，职业更替的周期不断缩短，今年 9 月 27 日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正式向社会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职业分为 8 个大类，共计 1639 个[9]。
相比 1999 年此次共计新增 168 个职业，充分反映了近年来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快速变化。市场经济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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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了人们的活动及交际范围，“市场是一个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地方，是一个陌生人服务陌生人的

地方”[8]。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们对政府的认可度逐渐提升，哈佛大学肯

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

度高达 93.1%”[10]。 
“90 后”从小就能体验到由市场带来丰富的产品、多样的服务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们有机会见

识品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购买各种款式及设计的衣服、观看不同国家的影视作品和艺术展览、结交

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等等。他们整体表现出更愿意花钱，而不是存钱。他们重视衣着打扮，向外界彰

显自己的个性；他们关注健康并热衷于健身，经调查显示 35%的“90 后”愿意超前消费支付昂贵的健

身会员费；旅行也深受“90 后”的喜爱，过去一年间，32%的“90 后”选择国内游，7%去过港澳，6%
有过出境游。在未来一年内，26%的“90后”计划国内游，10%计划港澳游，11%则选择去国外旅游[11]。
“90 后”关注当下生活，他们不仅追求维持生存的“面包”，还需要让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丰盈的“精

神食粮”，这就让他们能充分理解生命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性。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新兴职业的

不断更新迭代、对政府有较高认可度，这些因素都促使“90 后”相信奋斗的价值及可能性，也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他们对生命价值的评估标准，他们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于生命价值评估也更趋向非

标准化。 

3.2. 社会文化 

“90 后”成长的社会环境充满娱乐性，他们的社会生活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泛娱乐主义。泛娱乐主

义是指将所有公共话语都用娱乐化的方式表达。新媒体时代，在消费主义理念的“感召”下，资本强势

注入文化市场，网红经济、电子竞技、网剧网综、短视频等产业蓬勃发展。娱乐向其他领域渗透，挤占

时政热点空间，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消解社会主流价值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嵌入，泛娱乐主义解构

和重构着社会交往、消费、分工等形态，其引发价值真空和失范的问题。新媒介技术孕育了去中心化、

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社会生态，一个个娱乐爆点会在多节点的链接传递无限放大，话语权的弥散

在多元声音赋能的同时，也增加了过度娱乐化信息，网络空间的娱乐狂欢愈演愈烈[12]。泛娱乐主义的根

本目的是追求话题的“关注度”，在这个目标的引导下，人们不自觉地被卷入一场又一场的娱乐狂欢，

在“娱乐烟草”的麻醉下容易丧失理性和思考[12]。 
短视频是现代娱乐文化产业的典型代表。“90 后”刷短视频是“现象级”行为，他们在短视频中

不仅找到了自己生活中娱乐消遣的网络空间，同时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话语权。短视频迎合大众审美，

出现泛娱乐化、低俗化的文化形态、同质化的审美标准等问题。“90 后”对其呈现出过分沉迷、模仿

热衷、现实脱离及价值观趋同等现状。短视频一方面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更为便捷与多元的表达意见渠

道；另一方面冲击了现实社会中某些约定俗成的民俗或规则，甚至将一些严肃话题娱乐化，对部分社

会公众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引发不良的社会效应。短视频平台的每一条视频，用户都可以通过评论、

转发、点赞、屏蔽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态度，每一个用户都是平等的，没有身份区分地位差别，而每一

位用户也乐在其中[13]。流量为王的时代，社会氛围充满着娱乐化和情绪化，这些因素致使“90 后”

普遍缺乏信念感，抗挫折能力较低，也易感迷茫与空虚，缺乏意义感，他们的生命价值评估标准也会

模糊不清。 

4. 审视“90 后”生命观 

“90 后”生命观既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借此我们将以马克思主义生命观为理论基础并吸

取“90 后”生命观的肯定方面试图构建具有科学性的新时代生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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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审视“90 后”生命观 

“90 后”是具有较高自主性的群体。现代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宣扬个体的自主性，并暗示现代人的个

性只能从自我内部获得，不应受外部环境干扰束缚，他们始终要保持独特性，忠于自己的内心。“90 后”

会以“自我”为中心衡量外在事物的价值及权衡不同价值的份量。一方面“90 后”强调生命的过程在于

奋斗、生命价值评估非标准化。“90 后”要求对自我负责，过更忠于自己内心诉求、更多元的生活。他

们对未来抱有希望，肯定奋斗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90 后”易感迷茫与

空虚，缺乏意义感及生命价值评估标准混乱。现代社会事物的价值被认为是主观的，也就是相对性。个

体依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价值选择，而一旦有了选择也就意味着某些生活形式实际上高于别的生活方式。

如果完全依据唯我论，我们实际上无法形成可以判断高低好坏的价值标准。所以混乱的价值尺度会导致

我们时常感到迷茫，失去了持之以恒的奋斗方向。事物的价值不可能完全主观的、不受约束的或是由自

我任意决定，事物的价值尺度是来源于社会实践及社会关系。现代社会过度赞赏推行个体纯粹的自主性，

造成了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以及人生意义的迷失。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

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在生活世界里我们要恰当地理解“90 后”的自主性是具有规范性和

关系性的特点，才能建立信仰，找回人生意义。 

4.2. 为构建信息化时代科学生命观提出设想 

马克思主义生命观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人类生命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人类的生

命是以自然为基础，人们通过建立生存、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形成社会从而具有社会属性。“他的生

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15]。事实上，人类生命的社会属性是更为重要，这是人类与自然界其它生物的本质区别。人们追求个人

的梦想、探寻自我存在的意义都是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的。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

[16]。二是人类生命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价值。中学时期的马克思就坚定而明确地以人我关系为尺

度来权衡、评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的中学作文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7]。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人类奉献社会的必然

性及重要性。生命价值是不能由个体主观感受进行判定衡量，人类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是在社会关系中寻

求，人们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价值，就必须自主地完善自我。个体的生命价值与社会的进步是相辅相成。

三是人类应保持乐观奋斗的人生态度。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

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的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8]。在科学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

积极乐观看待生命中遭遇，不断发展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人类迎接挑战、克服困难是生命绽放魅力的

时刻，消极悲观懒散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奋斗既是在理性认识基础上不断地付诸于实践的过程，也是

人应有的情感认同倾向和内在体验。四是人类应重视自身精神价值对后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生命观不

仅重视生命过程，而且关注人类的精神价值，这是追求生命不朽永恒的价值取向。生命的精神力量是可

以被后代传承延续，甚至永恒定格在历史的舞台上。无论是高贵的生命还是卑贱的生命都具有源自于坚

定的信念和对真理执着追求的精神。人不可只在乎肉体上的现实物质享受，而不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

马克思主义生命观认为，人类的精神永存为后人提供前进的动力。 
“90 后”生命观注入马克思主义生命观的元素后应包含以下内容：其一，关注生命的自然属性。自

然特征是生命的基础，我们需警惕现代科技剥离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系，生命被科技反向掌控。其二，保

持积极乐观。信息时代知识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资源丰富、信息爆炸。人们注重计算，

崇尚工具理性，只看重输赢，缺乏伦理关怀，人们时常感到焦虑和不安。“90 后”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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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坦然地看待生命中各种经历，注重生命多样的体验。其三，建立理想信念。现代社会提倡多元化，

虽然给予个体探索自我独特价值的空间，但人们也时常因多种选择而易感迷茫。“90 后”可以把为社会

奉献与实现自我价值有机结合，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其四，与时俱进。“90 后”应关注当代，而不是

远离时代，这样才不会常因个人得失而患得患失。青年人应积极投身于时代的发展潮流中，奉献智慧力

量，提升社会发展后劲，时代的进步是由千万个“我”创造的。生命观的内涵在每个时代都具体的、生

动的，我们在实践中形成价值意识，我们的价值观也会促进时代进步。 

5. 结论 

互联网时代的“90 后”他们注重生命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生命的意义是在于奋斗，他们对生命价值

的评估也非标准化。但是他们的抗挫折能力较弱，也时常感到迷茫与空虚，缺乏意义感，他们对生命价

值评估标准也常常陷入混乱之中。“90 后”生命观融入马克思生命观元素后，他们关注自然环境中的其

他生命，注重环境保护，保持积极乐观，建立理想信念，与时俱进，成为一名乐观行动派，把个人的生

命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结合，积极投身于推动社会发展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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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90”后生命观测试问卷》 

一、造句题 

1、请用“生”造 3 个句子。 

2、请用“命”造 3 个句子。 

3、请用“生命”造 3 个句子。 

4、请用“生命价值”造 3 个句子。 

二、分析题 

1、欧洲有个妇人患了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一种药能救她，就是本城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

的镭。制造这种药要花很多钱，药剂师索价还要高过成本十倍。他花了 200 元制造镭，而这点药他竟索

价 2000 元。病妇的丈夫海因兹到处向熟人借钱，一共才借得 1000 元，只够药费的一半。海因兹不得已，

只好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欠。但药剂师说：“不

成，我发明此药就是为了赚钱。”海因兹走投无路竟撬开商店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 
1) 海因兹该偷药吗？问什么应该或者不该？ 
2) 如果海因兹不爱他的妻子，他应该为她偷药吗？为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 
3) 假定将要死的不是海因兹的妻子，而是一个陌生人，海因兹应该为陌生人偷药吗？为什么应该或

者不应该？ 
4) 假定快要死的是海因兹宠爱的一只动物，他应该为救这只宠物去偷药吗？为什么应该或者不应

该？ 
5) 人们应该尽其所能搭救别人的生命吗？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行？ 
6) 药剂师的行为道德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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