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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令中国赶上了经济全球化浪潮，产业

结构跟着新技术前进，不断变迁，失去竞争力的黄

昏产业逐渐没落，企业关门倒闭后，员工饭碗也跟

着不保；反观新兴行业趁势而起，迅速发展茁壮，旗

下员工获得的回馈自然水涨船高。转型中的中国

社会需求与中国人的价值观仍在变化中，热门职业

趋于多元，且变化迅速。

公务员 自公务员制度建立后，“干部”向“公

务员”嬗变，这个职业在经历了市场化的一段冷遇

后，重新一年年升温。一项调查显示，73.6%的人想

当公务员，而对当前“公务员热”的原因，83.3%的人

选择了“工作稳定，医疗、养老有保障”。

国企员工 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国企在市场

经济下缺乏竞争力和适应力，许多毕业生都偏向选

择外企。而随着抓大放小，大型国企垄断地位的确

立，大型国企在人事管理、员工培训上与外企的差

距越来越小。民企风险大，外企工作忙，还是国企

家大业大，员工福利待遇好，而且工作稳定，国企热

重新升温。

明星 明星是一个真正轻松又高

收入的职业，从上世纪90年开

始无数年轻人就有了“明星

梦”，大学的表演专业广受年

轻人追捧。2005 年遽然兴起

的“超级女声”更是点燃了无

数草根年轻人的明星梦，各地

电视台在其后几年间也随之

效仿，造就了一批李宇春、张

靓颖等选秀明星。网络上也

有人希望靠赚眼球、搏出位的

方式迅速成名。“红”字已不再

像过去那样带意识形态色彩，

而成为现时年轻人渴望到达

的生活状态。

有多少行业曾经辉煌一时，有多少行业曾

伴我在成长的过程中走过，有多少行业正在逐

步地消逝，有多少行业已经淡出我的视线？而

那些行业偶像，也将随着行业一起渐渐淡出历

史舞台，成为人们记忆里的一笔精神遗产。

补锅匠 补锅，以前是街道手工作坊的一门

职业。按锅的品种来决定工程的不同，例如，有

专门补铁锅的，补搪瓷器皿的，补铝锅水壶的，

技术、火候各不相同。攒够了钱的补锅匠，才可

以开一家小店，稳稳当当地吃起手艺饭。而一

些头脑灵活的补锅匠，又开始在琢磨修理高压

锅、电炒锅或者电饭煲了。如今，人们的生活水

平高了，补锅匠也越来越难看到了。

流动的照相师 遍布城市里的照相馆，使拍

照成了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流动于山村的照

相师傅，其实也是文明的传播者。过去由于交通

不便，师傅照完相，要隔两三周才会送来照片，让

被拍摄者等得望眼欲穿。逐渐，照相馆占领了乡

村，使流动照相的师傅失去最后的根据地。

缝补匠 从事缝补的是些中老年妇女，劳动

力逐渐丧失了，又不愿意成为家里的累赘，靠着

多年来在针线上的“修炼”，赚点小菜钱而已。

到了这个份上，别人给多给少都随便，正因如

此，来补衣服的多是些光棍汉，也乐得来这里，

有个歇脚抽烟喝茶的时候。现在，她们除极小

部分还在山村里，很大部分都到了城市的火车

站或汽车站里，在里面揽生意。旅客衣服划破

了，背包带子脱落，裤子拉链开裂，肯定要立即

处理。

洗染工 洗染行业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

时间较长。过去，买布要布票。因家里孩子多，

所发布票不够用，就从农村老家买些粗布。粗

布一般都是白颜色的，还得自己根据需要的颜

色染。我国纺织行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生产

工艺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常常是

一件新衣穿几年就淘汰了，没有人再拿旧

衣服到洗染店去染色了。

电话总机 作为声音的二传手，电话

总机尽管是工人编制，在很长时间都是受

到尊敬的职业，不少人通过各种手段，做

梦也想当上总机。以前的总机并不要求

一定要讲普通话，后来大型的私营

公司从节约出发也设立总话台，就

要求必须说普通话，给客人以宾至

如归的春风般温暖。

张亚琴

作为省机械行业协会原副会长的徐斌，

对安徽的机械工业的历史十分熟悉。他告诉

我们，安徽机械工业起步较早，1861年成立

的安庆内军械所为我省乃至全国机械工

业最早的机械所，这是我们国家自办的

第一个机械厂。

这些年，行业内也涌现出了一

批引领时代的人物，中鼎公司的夏

鼎湖、江淮汽车的左延安、安徽叉车

集团的张德进……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行业

领袖。

徐斌说，“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两

者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说，改革开放的时

代造就了这些有名的企业家，没有这样一个

大的好的环境，也涌现不出这么多这样的企

业家；后者是说，这些企业家凭借他们的智

慧、魄力、人格魅力、管理经验带领企业不断

发展壮大。实习生马明新 记者朱玉婷 文

渐渐消失的行业 [ ]
职业，是一个人身份的最直接标志之一。行业的领跑者，永远都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而那些热门行业的

偶像们则成了多数人希望成为的人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什么职业热门则体现出社会成员整体的价值取

向。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旧的职业消失了，更多新的职业又不断产生，热门永远存在，而热门职业的变化

往往是社会变化的缩影。那些曾经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行业偶像影响过一代人，时代在变，热门的行业

也在变，而唯一不变的是人们积极进取向行业偶像看齐的意识。 朱玉婷 整理

各领风骚数十年各领风骚数十年 行业偶像之流变行业偶像之流变

影响过他们的行业偶像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曾经的职业梦想，每一个人成长中都有影响过他们的行业偶

像。时代在前进，而他们也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作为长期在文化战线上工作的一员，文化

领域的领军人物对卞国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至今他还能准确地吟诵诗人严阵的《江南曲》：

“十里桃花，十里杨柳，十里红旗风里抖。”

卞国福说，在自己成长的那个年代文化形

式远远没有现在丰富，但是影响确实是深远

的。“那个年代还没有半导体，广播都是干电池

或者通上直流电，人们就是用那样的广播收听

文学作品，像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曲

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等，

都是那个年代的优秀作品。”

回忆起那些岁月，卞国福还记得自己看的

第一部电影就是《白毛女》，这些文学和艺术家

对卞国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卞国福说，如今，艺术形式多样化，就像一

桌宴席，过去只有那么一两样菜，就印象深，而

现在品种多了，人们的选择也多了。

但在卞国福看来，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

精神上却是十分富有的。“作为一个行业的偶像，

就是一个时代的鼓手，他的行为要能影响他人。”

时势造英雄 徐斌（省机械行业协会原副会长）

行业偶像就是时代鼓手 卞国福（原安徽省文化厅厅长）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曲折反复中转型，社会

各阶层的地位也发生变化。在这个呼唤启蒙的特殊

时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跃而起，人们谈理想，谈精

神，许多像《美的历程》这样学术色彩浓厚的专著都

成了人们争相购买的畅销书，连谈恋爱都先问对方

“知不知道萨特”，与文史、艺术等有关的工作也跻身

最受追捧的职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

初期，随着改革试验的深入，这种风向逐渐发生了变

化，据朱苏力回忆，考分高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经济、

法律专业。

作家、诗人 “搞文学的”在上世纪80年代是

一种荣耀，如果你是个叫得出名字的诗人，游历全

国各所大学都能混吃混喝。文革后，中国人贫乏的

精神生活中最先开禁的是纯文学，这种奢侈的精神

生活在当时却显得如此大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

是文学青年。在从大学到小学的黑板报上，都能看

到各式各样的“诗歌”；在每个城市的每个公园，都

有诗歌朗诵会。长发、潇洒的作家、诗人们，是所有

人——尤其是文学女青年的偶像。

科学家 既然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不光人文

知识分子受到重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口号的提出

令科学家也备受尊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

怕”，在当时的小学课堂上，当被老师问到长大最想干

什么时，许多孩子都会回答“我想当科学家”。李四

光、居里夫人等科学家形象，深入中国人的心中。

个体户 最初，个体户基本上就是擅自回城的

知青、两劳释放人员的代名词，由于“组织上”没给

安排工作，他们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但偏偏是他

们赶上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

的市场化。他们敢闯敢干，开始练摊、倒腾，倒服

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来卖，不少人成了万

元户。渐渐地，待业青年成了倒爷青年，女人也愿

意嫁了，丈母娘脸上也有光了，个体户也不再是底

层人员。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粮票没了，价格双轨

制结束了，分配物质可以不再靠批条子和走后

门了。“钱”终于有了它应有的价值，人们对金

钱的追逐也不再羞羞答答，曾经红极一时的工

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随着其经济地位一起

一落千丈。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先富起来的

只是少数敢于试吃螃蟹的勇士，那么在1992年

中国经济全面向市场转型的方向后，人们便开

始竞相追逐生财之道。

商人 1992年，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

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于是上至官员，下至普

通百姓，包括学者、明星等各行各业人士，放弃

原来行当而投身私营工商业者不在少数。据

人事部统计，那一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

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可谓“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

外企员工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外资进入

中国多以合资合作的方式。从上世纪90年代中

期开始，随着政策松绑，外商的独资倾向开始表

现出来，外企在此时快速增长。外企管理规范，

制度完善，发展空间

大，员工的薪水普遍比

体制内高数倍。新时期的

“洋买办”——外企驻华首

席代表，成了金领的代名

词。自学取得英文大专文凭、

后来做到微软中国总经理的吴

士宏，更是很多人的奋斗标杆。

IT 人士 1998、1999 年中国

大陆出现过第一波IT热，“IT人士”

成为呼风唤雨的时代骄子。在互

联网大潮中，张朝阳、丁磊等是年轻人

的新偶像。直到今天，他们的一举一

动，仍然像影视明星一样，牵动人们的

视线。计算机等相关专业一度成了高

考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但在2001年，

这股 IT热潮随着美国互联网的泡沫而逐

渐冷却。当时踊跃报考计算机相关专业

的学生，恐怕不会想到四年后毕业时会遭遇

就业困境。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竞相下海建国初期：当工人劳动最光荣

建国后，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国家统一控制各

个行业的资源与分配。在这

个国家，大家的工作都是为

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贡

献。在城市里，人们生老病死都

由国家包干，读书、住房、就业都

由国家解决。大家都有铁饭碗，好

处是不用担心找工作和失业，坏处

是个人缺乏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当

时的主要职业，一个“工农兵学商”的划

分可以道尽，其中“商”随着社会主义改

造，也成为国家的“职工”。

工人 在当时不论你是纺织工还是机

修工，只要是工人，在这个国家就有政治地

位与经济来源的保证。根据上世纪50年代

颁布的工资标准，工人的工资甚至高于大多数

干部的工资。当时工厂发的蓝色工作服，是工

人地位的象征，工人甚至都舍不得穿。开车、

修车时，工人们担心工作服被弄脏、弄破，于是

都把衣服脱下来，留着下班后逛街时穿，而路

人往往投来羡慕的目光。当年的掏粪工人时

传祥也成了大家争相学习的楷模。

干部 列入“干部编制”的人员，主要包括政

府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职员，俗称“吃公

粮”的。他们是所有“吃农村粮”的羡慕对象。干

部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色制度，能顺理成章

进入干部队伍的人，主要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

专毕业生，组织调配安置的退役军人，或者通过

“顶替”、“内招”等形式进入的干部子弟。

军人 在社会高度国家化的年代，军人常

被视作优秀政治觉悟与道德作风的结合体而

广为宣传。抗美援朝期间，《上甘岭》、《英雄儿

女》、《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文艺作品使军人的

形象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变得前所未有的高

大。在英雄形象的感染下，上世纪60年代，中

国人掀起了“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潮流。连姑

娘择偶首选都是解放军。而雷锋更是把“解放

军”变成了“解放军叔叔”，变成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代言人。

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新世纪：每个草根都可能成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