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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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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

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

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

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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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15日的《长江商报》以《穿名牌月花三五

万 揭开富二代大学生非常生活》为标题报道了———“富二

代”大学生的真实校园生活:“神龙见首不见尾,在课堂上很

难看到,老师也从来不点他的名,只有在期末考试时才能看

到他。”“家里蛮有钱的。”同学们对就读于武汉一所知名的

部属高校读研究生 23岁的汤伟的印象仅限于此。随着

2007年12月10日一期《鲁豫有约》抛出“富二代”这个名

词,公众对其关注的程度日益升温。那么,这些带着“富人”

标签的“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对大学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

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富二代”大学生群体的形成,不仅从

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上对当今高校的发展具有深远的

意义。

一、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

如果说“富二代”大学生群体是中国传统家族企业代际

继承的必然结果,那么他们的形成与“富一代”的形成则直

接相关。马克思指出:“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

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

决定个人的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

关系。”[1](P68)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

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大胆的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就是一种典型的求异思维,主要通过借用和强调人的

差异性表现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变革,从某种程度

上来讲,就是通过对人的差异性表现的满足,来推动经济和

社会的快速发展。[2]此时人的差异性表现可谓异彩纷呈,于

是第一代创业者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抓住机会,获取了大

量的社会资源,可以说“富一代”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乱世

英雄”。

几乎是与“富一代”的形成是同一时期,“富一代”的子

女也在这个求异思维时期成长起来,并逐步走向社会,形成

所谓的“富二代”。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富二代”大学生是

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一种群体,它是大学里面特别有钱、过

着锦衣玉食生活的“另类”大学生群体。大学是社会的缩

影,它往往折射社会的很多东西,“富二代”大学生群体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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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过分强调人的差异性而引发的社会突显问题赤裸裸的呈

现出来,如“拿钱摆平”、“拿钱搞定一切”等人生信条。相对

于出身“寒门”的所谓“穷二代”大学生,从心理学角度讲,
“富二代”大学生个性张扬的表现很容易触动他们敏感的神

经,从而形成强烈的“仇富心理”。

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脉络中,差异与同一的矛盾运

动体现的淋漓尽致。“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区别于同龄人最

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在物质财富上的绝对优势。而大学中

的其他同龄人,都需要经过多年的学校教育,加之巨大的就

业压力,即使自己拼命打拼,所得的收入仅仅只能够维持生

存。而“富二代”大学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从父辈那里获取

丰厚的个人财富,使得“富二代”大学生群体物质生活相当

优越,也正是这种物质财富上的巨大优势,进一步加大了与

其他大学生之间的差异。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与人之间的

同一性占主导地位,大学生之间的距离比较小,此时大学生

之间的差异性是很小的,但毕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崇尚

公平正义的大学精神是大学的底色。

求异思维强调人的差异,而人的同一性却没有得到应

有的表达,于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体制就会存在一系列问题,

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公平的缺失。在经济主导的社会,财富

之手往往扮演着神通广大的角色,“富二代”大学生的形成

是其父母一代财富积累的产物,因此,“富二代”在大学校园

里以“异类”的方式出现,与“富一代”的长期的潜移默化不

无关系,当权钱交易等各种社会潜规则大行其道,它们便成

为“富二代”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人与人之间是

具有各种差异的,只有承认这些差异并合理利用,社会才可

能是和谐的,同理,在大学的生存空间里,“富二代”大学生

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由于财富的巨大差异,在评优、评奖

中,甚至学生干部的选拔上,“富二代”大学生往往得到更好

的机会,相反,占大学生人数比重最大的贫困大学生却成了

“下里巴人”。这种大学生之间的差异恰恰是社会贫富分化

的缩影。

差异是事物发展的必需状态,没有差异事物是不会发

展的,正如水没有落差就不会流动一样,大学生之间的差

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一般本质上来讲,如何区分

大学生之间的积极差异和消极差异,并对既成差异进行合

理化的调整,是建构和谐校园必须解决的课题。

二、儒家“家本位”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中的“家本位”是儒家提出的以家族伦理为基

础的伦理思想。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据统

治地位,“家本位”形成的行为规范也深入地影响了国人的

行为习惯,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家
本位”,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企业的治理模式。“富二代”

大学生群体作为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子女,就成为家族企业

创造财富的自然继承人。民间流传的所谓“老子英雄儿好

汉”其实就是“家本位”思想影响的现实写照,“富二代”大学

生引以为豪的不仅仅是沉甸甸的人民币,而更重要的是他

们神通广大的“精英”父母。那么,儒家的“家本位”思想也

影响了所谓“穷二代”大学生,有的甚至抱怨父母无能等等,

这种大学生之间的差异,传统的儒家“家本位”思想起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为每个受教育者提供公平发展机会的

大学,也似乎颇受儒家“家本位”思想的影响,戴着“变色镜”

待人接物,对“富二代”大学生十分“偏爱”,允许他们出去租

房、包寝室等,这些举动也片面加大了“富二代”大学生与其

他学生之间的差异,为校园不和谐埋下了种子。费孝通先

生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中国社会中

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提出了著名的

“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认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

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

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3](P32)“富二代”大学生

群体是基于家族血缘关系之上的,是典型的差序格局,从某

种意义上说,“家本位”思想其实就是差序格局的渊源。那

么,“富二代”大学生群体作为差序格局中离血缘“圆心”最
近的一层,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淡

漠,思想上则表现为缺少公德底线的道德荒芜。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与人的差异逐步加大,
“求异”的思维模式占据着社会的上风,加之受传统“家本

位”儒家思想之影响,“富二代”大学生群体逐渐“鹤立鸡

群”,与其他学生及社会的人情感联系相对减弱了。可想而

知,“富一代”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心切,一心只为“富二代”们提供过于优越的生活条件,

使其物质化人格过度发育,而精神生活却因缺少关爱显得

苍白。社会分层的本质是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4]这就

是“富 二 代”大 学 生 与 社 会 其 他 阶 层 的 人 社 会 隔 离 的

主要原因。

儒家“家本位”思想是“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理论

根源。这种思想也“传染”给了非“富二代”大学生们,以“出
身论英雄”的观念使一些贫困学子抬不起头来,而“富二代”

大学生的“炫富”、“张扬”更是无形之中加重了大学生之间

的个体差异。因此,儒家“家本位”思想形成的行为规范深

刻影响着具有传统血脉的“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并直接导

致了与其他大学生以及社会人员的巨大差异,以致他们的

精神化人格欠缺,对知识和修身的崇拜渐渐被金钱和财富

取代,已全然忘却《大学》里所倡导的:“富润屋,德润身”的
警世良言。

三、类化原则:“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

成的主要根源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碰撞才能构成社会,换句话说,社会

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人之差异的缘故。[5](P126)从社会认

知(社会认知是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观察、了解他人

形成判断的一种心理活动,是根据认知对象的外在特征,推
测与判断其内在属性的过程)的角度看,“富二代”大学生群

体在社会公众对其认知过程中,承受了类化原则的认知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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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即社会公众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其归类,把“富二代”大学

生当作一个特殊群体。上文我们提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

求异思维,导致社会结构呈现“两边倒”趋势,富人越来越多

和穷人越来越多的社会隔离局面。“富二代”大学生群体被

置于“富人”行列,这种所谓与“穷人”巨大的差异,也是“富
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由于其物质财富上具有极大的优

势,特别在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今天,巨额的学费令很多大

学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峻的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而
“富二代”大学生手中的“金钥匙”和喜欢张扬的个性,使得

两个群体无法融合到统一的生活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流

逝,“富二代”大学生渐渐地被类化为“为富不仁”的群体,并
且把对“富二代”的负面认识统统归结为“恶行”,也就是说,

当大学生群体出现差异,并走向分裂的时候,原来的“同学”

的“同”字本来具有同一性的含义,但是,一旦这种同一性被

打破,大学的两类群体就会出现距离和隔膜。从某种意义

上说,大学生之间的分化,就是社会财富偏离社会公正轨道

在大学校园的“集结号”上演。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富二代”大学生群体的产生也

是社会“仇富情节”的产物。[6]“富二代”大学生群体之所以

被社会公众特别是同门学子作为“仇富”的对象,是因为人

们对社会财富不均的道德义愤,这种类化原则虽然多多少

少有所偏差,但至少反映了我们的“富二代”大学生群体成

了普通人的空中楼阁,与普通社会群体的距离显得过于遥

远,以至于有的表现好的“富二代”大学生也不幸地成为这

种仇富泛化的牺牲品。差异论中有所谓横向差异与纵向差

异的关系,今天我们拿来说明“富二代”大学生群体的生成,

所谓纵向差异,就是“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与

社会的差异,他们是社会贫富差距的产物,“富人”的光环使

他们成为社会关注和质疑的“异类”,其背后是社会公众对

利益格局和社会公平正义现状的不满;所谓横向差异,简单

地说,就是“富二代”大学生群体与其他大学生群体之间的

差异,公平是大学精神所在,一旦“富二代”大学生利用社会

潜规则破坏了这种公平,就会激起他们的不满,从质上看,

这种差异如果太大,冲破和谐状态,就会导致大学生之间的

矛盾,容易引发校园的不和谐。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的形成更多的来自家族企业和家

族财富的代际继承,在大学生活中,与其他大学生群体或明

或暗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对他们的认识偏差,这种差异如

果任其发展,就有可能形成角色冲突。因此,树立正确的财

富观和平等意识,加强对“富二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正确的规范和引导,建立合理客观公正的社会评价体系,不
仅关系到“富二代”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且是对个体化社

会人与人差异逐步扩大的缓冲,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

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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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differencetheory,the“richsecondgeneration”ofcollegestudentsis
theinevitableresultofsocialdifferencesandistheinevitableoutcomeofdivergentthinkingperiodinso-
ciety.Forthe“home-oriented”pointofviewoftheConfucianism,mostChinesecompanieshaveformeda
governancemodelbytheirfamilymembersrespectively,whichhavecaused“richsecondgeneration”col-
legestudentstotakeshape.Thesomewhatexaggerativeindividualityof“richsecondgeneration”showa
strikingcontrastbetweenthoseindividualityof“poorsecondgeneration”collegestudents,thestriking
differenceisanewproblemtobesolvedbycollegeideologicalandpolitical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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