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请回答
从小到大，我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成长，关于爱情，关于生活，关于人生⋯⋯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在问自

己：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明天会更好吗？
面对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年轻人希望找到对应的答案，也有各自现身说法的“回答”。在网络平台上，活跃着

许多年轻网友，他们葆有对学习的热情，喜欢深度阅读和思考，乐于分享生活中的“小确幸”，理性看待世界变化。思辨力、
求知欲、好奇心，也是当代青年群体身上的鲜明特质。

青年发问，青年作答，青年人寻求向上向善的生活方式，就是在用行动展示人生“向上的答案”。通过与知乎合作，我
们用问与答的形式，串联起青年人的问题和答案，让年轻的心灵靠得更近，让大家对未来与远方的想象更加清晰。

2023，我们相互陪伴，慢慢变好！

□ 小原嘉-嘉嘉

当我从大学校园的象牙塔走出来，准备步

入社会的那一刻，满怀憧憬的是一份体面高薪

的工作、一间明亮宽敞的屋子⋯⋯但当我真正

拎着行李箱、走出深圳北站的高铁车厢时，现

实对我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寄宿在青年旅社的

多人间开始找工作，面试的几家意向公司迟迟

没有收到 offer，科技园附近的房子也只租得起

城中村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单间，这些重重打

击伴随着焦虑和压力而来。

做不完的工作、无法达到的自我预期、周

遭的不如意，尝试接受生活的不完美，也接受

平凡普通的自己，找到与压力共处的平衡点，

不要被遇到的挫折剥夺了眼里的光芒，始终如

一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才是打怪升级路上打败

大 boss 的秘诀。

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可不是租来的。我

那千元月租的 10 平方米小单间，虽然破旧拥

挤完全不及预期，但改造下应该能变成一个温

馨的小家。再小的落脚点，我都想用心去经营

它，10 平方米小房间里透出的点点微光，也

是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获得的难能可贵的归属

感。

面对墙壁泛黄、家具老旧、拥挤不堪的城

中村单间，拿着扣完房租和生活费后仅剩的几

百块钱，我开始了对出租屋的改造。

请不起贴墙纸的工人师傅，我就和邻居借

来 梯 子 自 己 贴 墙 纸 ， 足 足 贴 了 1 个 周 末 才 贴

完，肩膀肌肉的酸痛直到一周后才完全消解。

买不起全新的家具，就跑遍周围 1 公里所有的

旧货市场，和老板硬生生讲价，把一张实木椅

子从 50 元砍到 30 元，再用喷漆喷成北欧米白

色，最后这张椅子一直用了 3 年。想在小房间

里有更多娱乐消遣的空间，于是学着设计师给

家里做动静分区、动线规划、收纳设计，最后

8 平方米竟然合理规划出了沙发区和睡觉区！

工作第五年，我和老公组建了小家庭，换

到 了 更 大 的 50 平 老 小 区 ， 这 次 不 贴 墙 纸 了 ，

两个人看着网上的教学视频，给出租屋刷了崭

新的墙漆。还领养了 2 只可爱的猫咪，过上了

一屋两人两猫三餐四季的小日子，这是我来到

深圳这所城市，再一次对“家”有了更立体而

完整的体验。

结束完一天疲惫的工作，回到被我们布置

得很是温馨的 出 租 屋 里 ， 两 只 猫 咪 会 一 边 叫

唤着一边迎上来蹭蹭脑袋，打开灯光，照亮

的 不 只 是 几 十 平 方 米 的 水泥盒子，还有我们

动手布置这个家的每一处回忆：墙上挂着的装

饰画、精心收拾的植物角飘窗、角落里装点的

圣诞树⋯⋯这些曾经被用心打理的细节，会在

疲惫迷茫的时候，无形中带给我们一股直面生

活的勇气和力量。

有人觉得辛辛苦苦改造布置，最后还不是

便宜了房东，出租屋不是自己的家，所以能将

就就将就，间接降低了生活质量。这实际上是

把“出租屋”和“家”的关系放在了不对等的位

置，反倒成了给予自我更多幸福感的一种桎梏。

当我们在布置出租屋，这份用心经营后产生的

幸福感，是居住在其中的自己实实在在感受到

的，而不是每月定时收房租的房东能感受的。

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或许怀揣着

乐观积极的心态，用心经营好我们的小日子，

可以重新找回生活的秩序感。请继续保持热

爱，向即将到来的 2023 年，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吧！

租来的房子
如何成为“家”

□ 极萨学院冷哲

距离 2020 年 3 月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已经快有 3 年了。这期间，每个人的工作、

生活都因为疫情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我们不禁

要问，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以及未来还会遇到这样

的大流行吗？

其实，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传染病的斗争

史。我讲两个例子：

首先，是大名鼎鼎的黑死病。

2016 年，我去北欧做过一次生命科学的访问，

在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地质遗传学中心主任艾斯克

教授交流时，他聊起过一个曾经让他很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很多原始部落会突然的消失？

考古的结果显示，一个地方的原始部落，经常发

生突然消失的情况，而且不是个例。为此，考古学家

推测过很多可能的原因，比如战争，饥荒或者其他可

能。

最后，艾斯克的研究团从 2800 年-5000 年前的

亚洲人和欧洲人的牙齿 DNA 中找到了最古老的鼠

疫耶尔森氏菌，这种细菌就是大名鼎鼎的黑死病的

前身，只是当年的鼠疫耶尔森氏菌，还没有足够的杀

伤力和传播能力，只能造成一些部落的消失。直到鼠

疫耶尔森氏菌获得了 ymt 基因，开始能感染跳蚤，才

逐步演变成了黑死病。

后来，黑死病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 7500 万-2 亿

人死亡，在黑死病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

总数 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瘟疫间接塑造了现代的人类

社会。而直到现在，黑死病，或者说鼠疫并没有彻底消

失，比如在我们国家，鼠疫仍然是法定的甲类传染病中

“唯二”的成员。

如 果 说 黑 死 病 的 例 子 ，距 离 我 们 还 比 较 遥 远 的

话，那接下来这个例子就更近一些，它就是 1918 年大

流感。1918 年流感大流行的强度和速度，几乎是不可

想象的——感染了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约 5 亿人）。

可以说，瘟疫从未离我们而去，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系

统地监控流感病毒的变化趋势，以便提早做出预报。

那在未来，我们还会遇到新的未知传染病的威胁

吗？为了应对这种随时都会袭来的威胁，我们能做的就

是，更好、更快地去发展我们的生命科学技术，找到更

多更好抵抗瘟疫的手段。

在与瘟疫搏杀的过程中，相比于过去，我们的生命

科学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检测、预防和治疗

三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是检测，我们现在采用核酸检测技术，也是我

们防疫措施中“四早”的最重要的基础。假设没有这项

技术，都需要等患者病情发作后才能进行区分，那就怕

没有办法控制住疫情的传播。

其次是预防，这可以说是人类在千百年中与瘟疫

的博弈中，最重要的成就了。以天花疫苗为例，它让我

们在地球上根除了天花病毒。

最后是药物。还来说黑死病，1935 年，人类终于发

现了治疗鼠疫的第一款药物——磺胺。而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抗生素登场，尤其是链霉素出现，让链霉素+
磺胺成为治疗鼠疫的一线用药。

在与瘟疫的对抗中，人类也慢慢提高了自身的战

斗力。无论是医学水平，还是社会组织形态，甚至包括

我们对疫情的认识，都在不断进步和优化。

无论是黑死病、大流感还是新冠病毒，关键是要能

找到科学应对的方法。我们不必感到害怕，相信终有

一天，我们会战胜病毒，恢复正常生活。

怎样看待现在的大流行

□ 小红拖拉机

面对“年轻人真躺平了吗？”的灵魂拷问，本

来，我想说作为年轻人，我们是没有躺平的，但我

又怕年轻人不想让我代表，所以我就讲讲，作为

HR 和职场旁观者，我看到的职场年轻人，是在躺

平和内卷中，如何作出选择的。

我问办公室最年轻的新人，也是今年刚毕业的

小赵，我说你为什么还在加班，为啥不躺平？

他说，想要享受躺平的安稳，就得承受躺平的

寡淡，没收入没消费，躺着有啥意思？

所以你看，年轻人 应 该 是 爱 表 达 ， 但 真 主 动

躺 平 ， 恐 怕 是 没 有 的 。 而 且 ， 看 一 个 人 是 怎 样

的 ， 不 要 看 他 嘴 上 怎 么 说 ， 要 看 他 行 动 上 怎 么

做。比如，网上呼吁大家躺平的公号文章和短视

频，可能都是某些 95 后、00 后的创作者，通宵赶

出来“热气腾腾”地放送。

那为啥年轻人喜欢说自己躺平呢？

当有人说不想努力，咱们得反过来想想，有没

有可能是职场出了问题？关于什么是好工作，年轻人

“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要更开心、更高效率

地做更有价值的事。这种高质量的劳动关系是老板员

工双赢。不过，双赢时常比较稀缺，所以，实现不了

良好的职场关系，不如躺平一下。

其实，职场上有个悖论，就是吵着要离职的人往

往留到最后，真正离职的人往往一声不吭，这同样适

用于躺平这件事。年轻人把躺平作为备选项，喊着躺

平，说明年轻人不甘做职场工具人，对职业、生活和

人生，有着更高而还没实现的追求。

躺平不应该是没有对抗生活的勇气时，选择性逃

避；而应该作为累了困了时的一种充电和蓄力。

以我的观察，年轻人口头上所谓躺平，最常见有

两种形式：

一是被动式躺平。

比如，许多人会因为工作产生倦怠感、无助感，

这可能是因为工作、人际方法不当导致的，所以想躺

平一下，暂时度过这段时间，慢慢恢复工作状态。还

有就是逃离不适的环境，比如我认识一个在培训公司

工作的运营，因为老板管理比较缺乏技巧和耐心，对

员工粗暴，她就从公司离职，做起自己擅长的内容创

作，在几个互联网平台风生水起。

这样的被动式躺平，是临时性、被动性的，躺平

是为了充电。

二是名义式躺平。

最 典 型 的 是 ， 年 轻 人 在 职 读 研 、 读 MBA 的 比

例，比以往都多了很多，年轻人意识到工作上的内耗

不愉快，不如读书充电来得更快。同时，年轻人开始

追求斜杠青年，搞副业的越来越多，比如自媒体运

营、网络主播、撰稿人、摄影师等副业。

这种躺平叫名义性躺平，嘴上喊着躺平完全只是

作为情绪宣泄。

我看到的年轻人所谓的躺平，是不想被别人带

着节奏，被动地成为职场工具人。年轻人追求的是

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不是不愿意卷，是不愿

意卷得没有意义。而社会之所以关注他们，其实还

有一点，就是他们的职场新人身份。换句话说，因

为他们是新来的，还不遵守潜规则，所以才格外被

关注。

几乎每一代年轻人，都被这样关注过，都曾被说

成 是 “ 垮 掉 的 一 代 ”， 或 被 电 脑 、 互 联 网 毁 掉 的 一

代，然而，时代在变化着，一代代人成为时代的中流

砥柱，却没有哪一代人真的垮掉。

所以你看，我们以为年轻人太娇气，年轻人觉得

我们太较真，明明就只是抱怨，咋还能当真呢？

当年轻人说躺平的时候 他们在说什么

□ 卫小妖

这几年感觉过得特别快，总觉得好像没有留下

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回忆，但是等我去看手机里的

相册，发现里面有上千张记录着这两年一日三餐的

各种美食图片。这些又提醒着我：日子是一天天充

实过来的。

我一直觉得美食是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很多

时候，我们想念一顿饭，想念一种美味，不单单是

因为食物本身，更是因为和你一起吃过那顿饭的

人，因为那段一起度过的时光，和让每个人魂牵梦

萦的乡愁。

2020 年之前，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我很少

有机会在家吃饭，基本都是在外出差，在外吃饭。

疫情这几年，我有了更多居家做饭的时间，下馆子

的次数少了很多，但这不会改变我对于各种美食的

探索和尝试。比如，今年年初，我自己在家第一次

尝试洛阳自唐朝流传下来的水席中，最有名的那道

“牡丹燕菜”。它的主要原料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白萝

卜，将萝卜切成细丝裹满绿豆淀粉后，经过反复晾

晒、反复蒸，最后搭配其他食材上锅蒸。食材吸满

高汤的汤汁后，口感就像燕窝一样顺滑 Q 弹，非

常神奇也很美味。

看朋友圈或者家庭群、同学群等，会发现大家

这两年烧菜做大餐的兴致都高涨起来了。很多之前

不怎么做饭的朋友，也纷纷开始在家里捣鼓美食，

这也是这两年大家生活中的乐趣之一。

乐趣不仅仅在于做菜本身。这几年，遇到出门

买菜不太方便的时候，我会试着自己在家里水培蔬

菜，种葱、种香菜等，相信很多朋友也有类似的记

忆。那感觉，就像是以前风靡的“开心农场”线下

版，让人乐此不疲。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水

培洋葱长出来的芽又像蒜苗又像葱，是给饭菜调味

的理想原料；黄豆可以发豆芽，成功率很高⋯⋯其

实，很多时候种出来的菜还不够家里吃一顿的，但

这个过程却让我每天多了很多期待和小惊喜，也给

了平淡生活一抹绿色的希望与宽慰。

疫情这几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轨

迹都或多或少被影响着，改变着。

自 17 岁 高 中 毕 业 后 到 北 京 读 书 ， 到 大 学 毕

业、工作和成家，我和父母一起吃饭的时间少之又

少。去年年底，我带宝宝回老家过年，之后因为疫

情下我可以居家办公，就选择了留在老家。比起

之前待过的大城市，老家的生活节奏明显慢了很

多。在这里，我除了在家做饭吃，天气好的时候

也 会 带 上 宝 宝 ， 和 父 母 一 起 到 户 外 露 营 、 野 餐 。

可能这也是疫情下，这两年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一

种 生 活方式——远离城市人群，亲近大自然，享

受慢生活。每次，我爸都会提前准备很多半成品，

比如烤串、卷饼、卤菜卤肉，还有饮品、切好的水

果 等 ， 仪 式 感 比 我还足，这些都让我回想起小时

候，爸妈带我到洛河边郊游的时光，相信等我的女儿

长大，她的记忆中也会有这么一段彩色的美好回忆。

这两年，虽然亲戚朋友间走动、见面没有之前

那么多，但每次刷朋友圈，看看大家都吃了什么，

都很像小时候那种街坊邻里串门打招呼的情景。其

实，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烟火气从没有消失和减弱，

只是，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呈现方式。我们一直

说“美食最抚人心”，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经历什么跌宕起伏，只要能坚持每天好好吃

饭，好好生活，那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这几年 年轻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 浙三爷

我做着一份让很多人憧憬的工作，那就是

写作。

小时候，我虽然喜欢写作，但读书成绩并

不好，读完初中以后就辍学了。身为一个无良

好家境、无学历、无人脉的“三无”人员，为

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我做过很多力所能及

的工作，包括车间工人、打包工、饭店厨师、

服装导购、外卖员等。

我记不清多少次寒冬酷暑，我或是守候在

炎热的锅炉旁熬酱料，或是在寒冷刺骨的车间

里做零件，或是在雨雪交加的夜晚马路上送外

卖。那时候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买一台电

脑，然后开始写作。

当我拥有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我就

去买了张无线网卡。那时，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位于深山老林里，山村中没有网络。我每天

写好了稿子，就抱着笔记本电脑，走很远的山

路，到山外面去，然后坐在村外的马路边或桥

梁下，连接上只有十几 KB 网速的互联网，上

传我的作品。

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坚持，哪怕是刮风下

雨，也要打一把伞，把电脑紧紧抱在怀里，哪

怕自己被淋透了，也不能让电脑进水。因为我

知道：自己怀里不只是一台简单的数字产品，

而是全世界。虽然我身处小山村，它却能把我

的 作 品 传 遍 天 下 ， 让 1000 人 、 1 万 人 ， 甚 至

100 万人阅读到我的心血之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的作品在全网

突破 10 亿阅读，尤其是我在知乎创作的 《时

空缉凶》，获得 了 几 十 万 条 读 者 的 评 论 ， 也

让这部作品数次登上热榜。看到那么多人喜

欢，我写得也很幸福，这个故事以抨击罪恶

为出发点，代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引发了

读者们的共鸣。许多人告诉我，他们会因作

品里的罪恶而感到愤怒，也会为了可怜的受

害者流泪，看完后会更加期待建设更美好的

社会。

还有很多读者说，我的文字带给了他们力

量。每当他们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想

起我的作品，哪怕拖着疲惫的身躯，也会继续

骄傲地战斗，勇敢地生活。我们明明是素不相

识的人，却在那一刻，产生了灵魂的共鸣。

这就是如今的时代，无论我们身处何处，

只要我们是金子，谁也掩盖不了我们的光芒。

现实中，其实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有些

宝妈喜欢分享孩子的健康食谱，起初只是分享

着好玩，久而久之有了粉 丝 群 体 ， 就 成 了 美

食博主，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改善了自己

的生活环境；有些学霸喜欢讲历史，研究古

今 中 外 的 典 故 ， 后 来 还 出 现 在 了 媒体访谈节

目上；还有一些人热爱分享自己的宠物日常，

喜欢给小动物们编写剧本和配音，也吸引了许

多关注⋯⋯

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宛如无边无际的大海

在 呼 唤 着 我 们 ， 鼓 励 我 们 乘 上 名 为 “ 才 华 ”

的一个个小船。也许它刚开始还很弱小，你

会担心它承受不起风吹雨打，可当你在大海

上航行，经历了风雨之后，就有机会一步步

让自己的小船不断壮大。

朋友们，才华 的 市 场 永 远 不 会 饱 和 ， 因

为没有任何人能掩盖你的光芒。愿每个人都

能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去尽情发挥自

己 的 特 长 ， 闪 耀 属 于 自己的光芒。最后，时

间会给你的坚持和热爱以回答。

那些相信自己才华的人
最后都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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