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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自
己的工作与生活，职业选择也出现了新变化。
护理、木工、务农等一些看上去并不新潮的职业，又重新在“千

禧一代”（泛指出生于上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的一代人）和
“Z世代”（泛指“95后”和“00后”）中获得了超高的“好感度”。

此外，灵活就业、自由职业和创业也成为不少人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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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接地气
在选专业这件事上，英国学生如今有了些

不一样的想法。

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数据
显示，2021年，英国护理课程的注册人数在多年

下降后出现反弹，约 60130名申请者的数字比
2020年增加了 32%。同时，医学、工程、教育和建

筑等专业的申请人数也出现显著上升。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数以千计的学生放弃

了申请语言、历史、哲学等人文类学科。年轻人的
态度发生反转，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也引起了英国

教育界人士及媒体的关注。
UCAS负责人克莱尔 ·马切特指出，是那些疫

情期间发生在医院的暖心故事导致申请护理专业
的人数激增。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克 ·希尔曼

表示，疫情改变了人们对护理的看法，“如今，学生
们普遍认为这是个值得尊敬的职业”。

25岁的弗洛伦斯 ·里夫正是带着这份憧憬与
敬意选择了护理专业。在看到作为护士的朋友在

疫情期间的经历后，里夫申请了普利茅斯大学的

儿童护理专业。她说：“在疫情发生前，人们以为护
理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疫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

是多么需要护士。”
《每日邮报》分析称，这也表明疫情之下，许多学

生希望未来能走上一条更安全、更稳定的职业道路。

希尔曼预测，这些趋势或会持续一段时间，而
疫情的发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们从事公

共服务类的工作。

为热爱冒险
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有人渴求安稳，也

有人在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后，决定冒险。

美媒报道称，疫情改变了部分美国千禧一代
的优先事项，“他们决定掀翻曾经精心安排的人生

棋盘，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如果做出这类选择的人有什么口号的话，那

就是 YOLO（You only live once，即‘你只能活一

次’）。”《纽约时报》认为，一些“拥有财务缓冲能力
和紧缺技能的人”更有可能抛却恐惧和焦虑，去追

求自己向往的工作与生活。
33岁的布雷特 ·威廉姆斯是一名生活在奥兰

多的律师。疫情期间，他在家参加完几轮线上会议

后身心俱疲。他说，“我突然意识到每天都要在厨
房的吧台前坐上 10个多小时是多么痛苦。我当时

在想，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或许明年就是末日”。

于是，他离开了身为合伙人的大公司，在他隔

壁邻居经营的小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并把更多的时
间给了妻子和宠物狗。“我仍然是个律师，”威廉姆斯

说，“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兴奋地去工作了。”
前《每日野兽》记者奥利维亚 ·梅塞尔也是

“YOLO”的一员。历经漫长的疫情报道，她于去年 2

月辞职，并从布鲁克林搬到了离她父母家不远的

萨拉索塔。从那之后，她一直从事自由写作。

梅塞尔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种“颠覆”
的勇气，但她表示，这种变化是一种恢复，“我对自

己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以及它能有多充实，有
了全新的创造性认识”。

另有一些人是在疫情期间丢了工作，才被动开
启了“冒险人生”。国际劳工组织资料显示，疫情中，

一些 25岁以下的年轻人开始转向创业和打零工，
因为他们的失业可能性是 25岁以上员工的三倍。

今年年初，巴尔加夫 ·乔希还是孟买一家高端
意大利餐厅的主厨，但疫情冲击下，他无奈“下

岗”。从那之后，他决定将自己的厨艺施展在父母
的厨房，并开设了自己的外卖店。

经营五个多月后，乔希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
他表示，这份难得的创业经历不仅让他成就感满

满，也让他重燃了对未来的期盼。
美国非营利组织国际青年基金会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苏珊 ·赖克尔表示，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具
有创业精神，他们以一种更加非传统的方式看待

职业、就业以及教育。
但挑战与风险往往是并存的。《纽约时报》指

出，“当花光积蓄且新尝试花开无果的时候，一些
人最终又回归了稳定的工作”。

刮起“蓝领风”

老龄化、受教育程度低……在过去，蓝领工人
总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如今，韩国的“千禧一代”、

甚至是“Z世代”对这一行业的看法出现了改观。
19 岁的韩国女孩李亚珍从小在澳大利亚长

大，受当木匠的父亲影响，她从小就立志从事建筑

领域的工作。高中二年级，李亚珍放弃了学业，决
定给父亲打下手。经过多年历练，如今李亚珍已经

是韩国某住宅建筑公司最年轻的员工，薪酬不菲。
李亚珍说，在她长大的地方，房屋建筑或木工

等高技能劳动是孩子们梦寐以求的体面职业，但
这些工作在韩国却颇受冷落。

“木匠是技工也是艺术家，他们参与了人们赖

以生存的房屋建造工作。”李亚珍表示，社会对这

份职业的偏见是不正确的。
韩国《中央日报》分析认为，如今韩国越来越

多的年轻一代意识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可以有无
数选择，也开始厌倦了社会的狭隘期望。对于他们

来说，蓝领工作意味着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更小
的人际关系压力，甚至是更高的工资待遇。

在视频平台优兔上，由一群年轻的建筑从业

者共同运营的“木工日记”频道吸引了近万名订阅
者，他们每周会上传两个关于设计与木工的视频。

35岁的频道负责人赵秀圣表示，“即便有人不
同意，但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份充满意义的工作。”

专家表示，年轻人对蓝领工作的“转向”早该

发生。“这个国家需要的远不只是医生或律师，所

有工作都应该受到尊重并得到恰当的报酬。”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韩国问题学者休 ·帕特里克说道。

回乡搞创业
告别城市、回归乡村，也代表着当代青年理想

生活的新模式。美国、韩国、印度……如今，在很多

国家的乡野间，涌现出很多的年轻面孔。
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马尔法曾是一个几乎

被人们遗忘的地方。可突然之间，一群“千禧一代”
从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逃离”至此，打破了这里

往日的衰颓与沉闷。

一项调查显示，2020年，有 48%的美国“千禧
一代”表示自己住在大城市之外，这比前一年同期

增加了 4个百分点。而“Z世代”的这一增幅则更
大，从 41%增至 49%。

十月的一天，韩国京畿道抱川市永中面抱川
草莓治愈农场，踏着电动脚踏车的老板安海城正

在使用手机应用检查农场的温度、湿度和采光情
况。2020年，他辞去在建筑公司年薪 8000万韩元

（约 43万元人民币）的工作，打算结合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技术在乡村打造一个智慧农场。

据韩媒报道，青年人往往采取“半务农半 X”
的形式进行创业，“白天务农，晚上经营餐厅、开办

美术课等寻求生活与工作平衡的生活方式，对年
轻人来说颇具吸引力”。

数据显示，在 2020年韩国回乡务农的人群
中，30多岁年轻家庭的数量比前一年增加 12.7%，

达到 1362户，创下历史新高。
据印度媒体报道，农业是疫情期间印度波动

最小的部门之一，它吸收了 42%的建筑工人，以及
40%的卫生和教育人才。

有媒体分析认为，无处不在的竞争、严峻的就
业形势，以及高昂的房价和物价，无一不把年轻人

推向了城市之外，而疫情让本就沉重的城市生活
变得更加难以喘息。

但乡村生活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也并不全是

“鲜花玫瑰”。对于从未做过农活的他们而言，播

种、培育、收获等每个流程都是新挑战。若想享受
乡村生活，就要做好放弃城市便利生活的准备。

不难看出，疫情之下，当代年轻人正呈现出不
同于以往的择业观。渴求稳定也好，放手一搏也

罢，每一种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适合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而学会在困境中生存、懂得对自

己的未来负责，或许是这一过程中最有价值的

“学分”。 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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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木工行业
的韩国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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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
的 Z 世代倾
向于灵活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