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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大学生的主要社会思潮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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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当前对大学生有显著影响的社会思潮主要有民主社会主义 !新 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和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这些思潮对大学生产生影响不是因其科学性 , 而是因其新颖性 !批判性和现实

性 , 尤其是迎合了大学生的内在需求;网络是社会思潮得以深入影响大学生的主要渠道;大学生思

潮旗手在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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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强调要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凝聚社会共识 0"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引领社会思潮根本目的是通过引领社会思潮来引领人 ,而在所有被引领的人中大学生无疑是重点群体 "要实

现对大学生引领 ,首先必须确定有哪些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有显著影响 "关于这一问题 ,有关的定性分析式研

究成果比较丰富 "但这个问题更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 ,更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 "目前 ,关于影响大学生的社会

思潮的实证研究还很少 "本文拟通过对全国 12 省(区)市 400 0 余名学生的抽样调研 ,系统 !深人分析影响大

学生的主要社会思潮 ,为引领大学生思潮提供有益参考 "

一 !显著影响大学生的主要社会思潮的研究思路

关于显著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的确定方式当前主要有两种:一是逻辑推理 , 即把某一思潮所宣扬的核

心观念与大学生的现实表现进行对 比 ,如果两者有较多一致性则认为该思潮对大学生有显著影响;二是实证

研究 ,即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某一思潮被大学生所了解和认同的比例 ,进而确定该思潮是否对大学生有显著影

响 "比较而言 ,实证研究的说服力更强一些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确定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 "

我们选取了北京 !上海 !山东 !安徽 !福建 !湖南 !广东 !重庆 !陕西 !黑龙江 !吉林 !辽宁等 12 个省市有代表

性的 19 所高校 ,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 5278 份 "获得有效问卷 44 34 份 ,有效率为 84% "

同时 ,我们还对接受以上问卷调查高校的 57 名大学生进行了电话访谈 ,通过质化分析的方式进一 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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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和深入了解显著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 "访谈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按照质化研究有关程序和规定 主要分为

三个步骤{.!:一是资料编号 "按照专业类型 !年级 !性别 !访谈顺序对每个访谈资料进行编号 ,如 A 3M oo l表示

第一个被访谈的是文科三年级的男生 "二是资料录入与阅读 "对访谈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录人 ,形成规范的分

析文本 ,并采取主动 /投降 0的态度反复阅读访谈资料 ,初步寻找有重要意义的语句 "三是登录 "列出重要语

句清单 ,找出那些被访谈者反复强调的 /本土概念 0或其他有意义的 /思考单元 0,建立编码和归档系统 "四是

进行类属分析 "在资料中寻找反复出现的现象以及解释这些现象的重要概念等 ,对资料进行类属提取 !合并

同类项 !开放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 !多角度分类等 "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 /显著影响 0的考量基点和标准问题 "我们是以大学生对某一思潮整体上的认同为

考量基点 ,还是以学生对某一思潮的主要观点的认同为考量基点? 同时 ,多大比例的大学生认同才能算是显

著的影响? 关于考量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整体认同和观点认同相结合的考量方式更全面一些 "关于大学生比

例的问题 , 尚未形成共识 "从当前有关研究和实际经验来看 ,所谓显著影响起码要求有 1/3 以_L的大学生认

同 "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确定显著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的 "

二 !显著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的实证确认

表 1 大学生对主要社会思潮知晓度和认 同度 (% )

对以下思潮您是否 了解? 对这些思潮您是 否认同?

既有社会思潮 非 常

了解

6 .2 1

4 .6 1

5 .45

5 .72

6 .05

5 .28

6 .8 1

6 .95

6 88

7. 04

9 .4 1

10 .5 9

7. 06

比较

了解

29 .5刃

2 3 .67

2 9 .23

2 4 .09

2 2 .38

18 .94

2 0 .0 3

2 8.0 1

!6.()落

2 3.3 5

2 8.4 0

3 2.7 6

2 1.25

一般

比较

新 自由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 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 义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普世价值思潮

后现代主义思潮

个人主义思潮

新左派思潮

消费主义思潮

功利主义思潮

拜金主义思潮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3 1.6 8

34 .2 9

3 5.0 7

2 7.3 9

3 2.9 3

25 .24

30 .4 1

34 .47

23 .33

34 .22

3 1.82

32 .49

29 .30

不了解

20 54

19 .22

19 .54

26 .56

25 .70

27 .23

24 .92

18 .37

30 .50

2 1.39

18.18

13.9 1

2 5.4 7

非常

不了解

12 .57

18 , 20

10 7 1

16.2 4

12.94

2 3.3 0

17.84

12.2 1

2 3.26

14 .0 1

12 .18

10 .24

16 .9 1

非常

认同

8.44

9 .1 1

8.79

2 .8 1

3 .05

5 .08

5 .70

5 .33

5 42

4 .4 3

5 .6 1

5 .54

9.34

比较

认 同

35 .23

4 0 .98

32 88

16 .59

16 54

2 3.5 3

2 0.14

2 1.0 9

18.3 7

2 2.4 0

2 1.6 2

19 .3 8

27 .5 0

一般

4 5 .04

38 .58

37 .9 1

4 3 .59

4 2 32

4 9 .6 1

5 2 .70

3 9 .6 4

4 7 .5X)

4 2 .2 0

3 1.15

2 8.0 1

42 .18

比较

不认 同

5 .33

5 .88

12 .85

2 0 .84

2 3 .4 9

1 1.8 1

13 .2 4

2 1.2 0

18.5 3

18.2 5

25 .3 8

25 .13

11.9 8

非常

不认 同

5 .9 5

5 .4 5

7.5 7

16 .17

!4 .6 1

9 .9 7

8 .2 1

12 .74

10 .6 8

12 .7 1

16 3 8

2 1.94

9 .00

研究发现 ,有 4 种思潮对大学生有显著影响 ,按照大学生对这 4 种思潮认同度的高低简述如下 :

一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 ,它是力图推动社会主
义向资本主义倒退的桥梁 ,其实质就是改良了的资本主义 "调研显示 ,民主社会主义在大学生中有广泛影响 ,

需要高度关注和正确引导 "虽然只有 28 .3% 的学生表示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但有高达 50.1% 的大学生表

示认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一些具体论点的认同度虽然低于学生对于这一思潮的整体认

同度 ,但在一些 主要观点的认 同上也高达 30 % "比如 ,对于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终将逐步融合 !走向趋同 0

的论点有 35 .3% 的学生表示认 同 ,对于 /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0的观点有 31 .6% 的学生表示

认 同 ,对于 /资本主义可以和平 长人社会主义 0的观点有 30 .1% 的学生表示认同 ,对于 /中国现在实际 上已经

进人了资本主义社会 0的观点有 28 .3% 的学生表示认同 "访谈中也确证了学生对民主社 会主义的认同 "但他

们主要是对其中的民主观念的一种简单理解和认同 "(S3 M O02 ) /西方 民主观念 ,有些人认为是万能灵药 " 0

(52 M 02 0) /现在的学生很 向往西方国家自由 自在的民主 " 0以上调研结果与已有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比

如 ,佘双好通过对全国 600 0 余名大学生的调研显示 ,有 33 .4% 的学生表示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大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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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认同度最高 ,平均认同分数到 3.2( 总分为 5 ) "[2]焦凤梅对 3000 多名大学生的调研显示 ,

有高达 64. 5% 的学生表示熟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l3j其实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直是近年来对大学生有着较

大影响的思潮之一 "早期的一些研究就已经发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有着明显影响 "[4]这充分说明 ,

民主社会主义是对大学生有着比较深远影响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 ,需要我们长期高度关注 !有效引领 "

二是新自由主义思潮 "新自由主义是当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 ,在经济方面主张

/自由化 !私有化和市场化 0,在政治方面否定社会主义 !否定公有制 !否定国家干预 , 同时还极力鼓吹全球资

本主义化 "这一思潮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调研显示 , 35 .2 % 的学生表示 了解新 自由主义思潮 ,有

43 .7 % 的学生表示认同新 自由主义思潮 "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具体观点 , 大学生主要是对其提出的自由

化 !所有制多元化 !/三权分立 0政治体制有较高认同 ,其他方面的认同度不是很高 "关于 /国家之间贸易和金

融的完全 自由化与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0的观点有 51 .4% 的学生表示认同 ,关于 /所有制的形式应该多元化 ,无

所谓主次 , 只要能使民富国强就行 0的观点有 41 .2% 的学生表示认同 "关于 /中国应实行西方的立法 !行政和

司法权 0三权分立 /政治体制 0的观点有 33 .6% 的学生表示认同 "关于 /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搞私有化的市场经

济 0!/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 0等观点分别有 23 .9% !25 .6% 的学生表示认同 "访

谈中发现大学生自己主动提及新 自由主义的极少 ,有关的思想观念也不明显 ,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对大学生有

影响 ,但还处于比较肤浅的层面 "这一结果也与有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佘双好的调研显示 ,大学生对新 自

由主义思潮也比较了解和认同 "阎周泽红等对 100 0 余名大学生的调研显示 ,有 59. 5% 的大学生听说过新自由

主义思潮 ,有 54. 7% 的学生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逐步融合 !走向趋同 , 38 .8% 的学生赞同 /逐步私有化

是我国国企改革的方向 0, 35 .7% 的学生认为多党制在中国行得通 "网虽然不同的调研数据有一定差异 ,但总

体上都表明新 自由主义对大学生有着显著影响 "

三是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思潮是一把利弊兼有的双刃剑 "其积极之处在于可以强化民族自尊心和

自信心 ,增强各民族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的民族责任感和凝聚力 "但极端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容易引起民

族矛盾 !盲目排外 ,甚至引发社会或世界动荡 "尤其是以 /中国可以说不 0等为基本心态的极端民族主义 ,尤

其需要高度关注 "调研显示 ,有 34 .7 % 的学生表示了解民族主义思潮 ,41 .7% 的学生表示认同民族主义思潮 "

对于 /全球化时代 ,用民族权压制人权是不合理的 0的观点有 47 .6 % 的学生表示认同 "对于 /21 世纪是中国人

的世纪 0的观点有 45 .7% 的学生认同 "对于 /当初青年学生抵制家乐福是十分正确的 0的观点有 31 .2% 的学生

认同 "民族主义思潮也是访谈中大学生给予最明显确认的一种思潮 ,有超过 25 % 的被访谈学生谈及了民族

主义思潮 ,并形成了大学生关注的焦点和核心思想观念 : /中国强硬论 0"(S3 M 01 8) /当代大学生很多都认为

中国综合实力已经十分雄厚 ,没有必要固守柔和 ,要强硬起来 "0(A IM 026 ) /我们很多学生平时的言行都比较

激进 ,但对于国家的外交方面 ,感觉不够强硬 " 0(52 M 02 0) /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 ,所

以现在学生一般很喜欢类似示威游行等活动 " 0可以说 ,大学生对这一思潮有着自己的深刻认识和认同 ,需

要我们密切关注 "佘双好的调研显示 ,有 46 .1% 的大学生表示了解民族主义思潮 ,而就其影响程度而言 , 民族

主义思潮是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 "闭近年来 , 民族主义在大学生 中的现实表现也非常强烈 , 1999 年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的学生游行 !20 08 年奥运会期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等 , 都充

分表明民族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有着重要影响 "

四是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是源于西方知识分子理论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 "这种思

潮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应该以 /意见领袖 0和社会的 /牛蛇 0自居 ,以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0为口号 ,主动做 /公

共意识 和公共利益的看 门人 0, 竭力 /挑战一切传统和权威 0"调研显示 ,虽然只有 28 .3% 的学生表示 了解公

共知识分子思潮 ,但有 36 .9 % 的学生表示认同这一思潮 "学生对这一思潮主要观点的认同度更高 "对于 /知识

分子应该有独立于政府 的意识形态 ,要做社会正义的守护人 0的观点有 47 % 的学生表示认 同 , 对于 /当代 中

国普通 民众都是普遍失语的沉默羔羊 0的观点有 42 .% 的学生表示认同 ,对于 /知识分子应该就广泛的社会事

务发表振聋发馈的意见 0的观点有 37 .6 % 的学生表示认同 "访谈中很少有学生提及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有关问

题 ,可能大学生对这一思潮还缺少 自觉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研究还没有引起重视 ,

比较可信的现状调研还极少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深人认识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大学生中的影响问题有着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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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引玉的意义 "实际上 ,很多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者都是高校教师或与高校有着密切联系的知名人士 ,他们

对大学生的影响很大 "加之大学生本来就有着比较强烈的理性主义情结 , 更容易受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影

响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我们要充分重视 !深入研究 !积极引领 "

三 !显著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的群体特征分析

第一 ,不同年级学生对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看 ,大学戒年级学

生对外人型思潮的知晓度和认同度都相对较高 "具体而言 ,在新 自由主义思潮方面 , 三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

知晓度显著高于一年级学生 (F=5 .5 11 ,p<0. 01) , 三年级学生的认同度显著高于一年级 !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

(F= 8. 66 2 , P< 0. oo 0 1) "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方面 , 三年级学生的知晓度显著高于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 (F =

22 .614 , P< 0. oo o l) ,在认同度上三年级学生的知晓度显著高于一年级学生(F =3 .082 , p<0. 05 ) "民族主义思潮

方面 ,二 !三 !四年级学生的知晓度显著高于一年级学生 (F 二10 .135 , p<0.0 00 1) ,但三年级学生对其的认同度

显著高于一 !二 !四年级学生(F =5.84 2 ,p<0. 01)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方面 ,只年级学生的知晓度显著高于一 !

二年级学 生(F =10 .312 , p<0. 00 0 1) , 在认 同度上 , 则是二 !三 年级学 生的知晓度显著高于一 年级学生 (F =

5 .4 38 , P< 0.0 1 ) "

第二 ,理工科与文科学生对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的知晓度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 "总体看 ,理工科学生

更 了解外人型思潮 "理 工科学生对新 自由主义思潮 (t二4.6 39 , p<0.0 00 1) !民主社会主 义思潮 (t =7 .814 , p<

0. 00 01)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t=6 .148 , P< 0. OO01) 的知晓度显著高于文科学生 "理工科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思潮

(t二5.335 ,p<0.0001)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t =3.814 ,p<0.000 1) !民族主义思潮 (t =4.874 , p<0.0001) !公共知识

分子思潮(t二3.03 4 , p<0. 01) 认同度也显著高于文科学生 "这表明 ,理工科大学生更了解且更认同外人型大学

生思潮 "

第三 ,男生与女生对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的知晓度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 "总体看 , 男生更了解各种外

人型思潮 "男生对新 自由主义思潮(t=7 .48 1 , P< 0 .00 0 1 )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t二4.4 67 , P< 0 .00 0 1) !民族主义思

潮(t二5.740 , p<0. 000 1)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t二4. 708 , p<0. 000 1)的知晓度显著高于女生 , 表明男生总体上比

女生更了解这些思潮 "但认同度方面 , 仅在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t =4. 401 , p<0. 000 1) ,男

生比女生更认 同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

第四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学生 !不同政治面貌学生对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差异不是

十分明显 "家庭经济状况好 的学生对新 自由主义思潮 (F=4.139 , p<0.0 5 ) !民主社会 主义思潮 (F =6.14 6 ,p<

0. 01) !民族主义思潮(F =10 .599 ,p<0. 00 01) 的知晓度都显著高于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和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学

生 "学生党员对新 自由主义思潮(t二3.662 , p<0.000 1)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t =4.369 , p<0.000 1) 的知晓度 显著

高于非学生党员 "但学生党员与非学生党员在对 4 种外人型社会思潮的认同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

四 !显著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原因

第一 ,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迎合了大学生的内在需求 "既有社会思潮之所以能够传入大学生群体之中

并影响相当一部分学生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迎合学生的一些 内在需要 "首先是学习需要 "当问及 /您认为

高校学生接触社会思潮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0时 ,有 21 .2% 的学生表示 ,他们之所以接触社会思潮 , 是出于 /学

习需要 0"当代中国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很多都是有着经济 !政治的学科背景的 , 比如新 自由主义就是经济学领

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派别 "学生要学习这些理论就需要主动了解 ,从而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其次是交往需要 "

16.8% 的学生表示他们是因为 /沟通交流需要 0接触社会思潮的 "可以说 , 一定程度上社会思潮成 为了学生 日

常生活交往的一个重要沟通主题 "三是解决问题的需要 "15.8% 的学生表示他们是因为 /寻找解决社会问题

的 良方 0接触社会思潮 的 "当代大学生对社会发展仍然高度关注 ,对于一些 比较严重 的社会问题总是力图给

出 自己的解释和解决方案 ,而且希望给出一些有新意的答案 ,这促动他们去关注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差别

的社会思潮 "

第二 ,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潮赢得大学生的认同不是因其科学性 , 而是因其新颖性 !批判性和现实性 "当

问及 /您认为高校学生接受社会思潮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0时 ,仅有 7.6% 的学生选择 /科学性强 0,更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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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了理论观点新颖 (20 .% ) !现实批判性强(15.1% ) !现实解释力强(n .8% ) !现实针对性强 (10. 3% ) !说服力

强(10.1% )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关于学生接触思潮原因的调研中 ,也有 巧.17 % 的学生表示 /觉得好奇想了解 0

社会思潮 , 14. 2% 的学生表示接触社会思潮是因为 /符合学生的批判性心理特征 0"这些数据表明 ,社会思潮

获得学生的认 同并不主要因为它是对 的 !科学的 ,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新颖性 !批判性 !现实性获得 了学生

的欢迎 "这一方面提醒我们在引领大学生思潮时 ,不能只关注从其科学与否方面进行批判 ,更要结合其吸引

学生的关键特征采取针对性的引领措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 ,大学生对这些思潮的认识和认同程度还处

于比较肤浅的层面 ,他们对这些思潮并没有深人的研读和体会 "虽然从比例上看被影响的学生人数众多 ,但

对学生影响的深度还不是很大 "

第三 ,网络是社会思潮得以深人影响大学生的主要渠道 "当问及 /高校学生主要通过哪些渠道了解社会

思潮 0时 , 有 24. 2% 的学生选择 /网络 0, 巧.3% 的学生选择 /课堂教学 0,巧.3% 的学生选择 /各种讲座 0, 14. 6%

的学生选择 /报刊杂志 0, 8.3% 的学生选择 /理论著作 0, 8.3% 的学生选择 /广播影视 0"可见 ,网络是大学生了

解社会思潮的最常用的渠道 ,其次是包括 /课堂教学 0和 /各种讲座 0等在内的课堂渠道 "大学生主要是通过

以下网络了解社会思潮的 "一是人人网 "有 37. 5% 的学生认为人人网对于大学生思潮影响比较大 "他们认为

人人网是一个安全的社交网站 , 学生在人人网上转载最新热点新闻或 自由发表真实言论 , 互相影响 "

(A ZM O08) /人人是一个大家发言比较安全的地方 , 比如许多同学会在人人网上发布对一些教学或教师的意

见和不满 ,能够体现学生的真实想法 "0(SZM 0 19) /人人网其实主要是平时用来交流与沟通的一个平台 ,但其

中的一些东西 ,尤其是转载和分享的许多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 , 比如许多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帖子 !图片等会

影响我们 " 0二是微博 "有 21 .9% 的学生认为微博尤其是新浪微博对他们影响较大 "认为微博是一个很好的

交流平台 ,言论自由 ,传播快速 "(A 2M 008 ) /微博上有很多自由的言论 , 比如对政府的不满 ,对体制的不满等 "

一般而言 ,学生会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食宿 !水电等方面的不满 ,但想起来 自己的力量是薄弱的 ,但通过微博议
论 !发泄 ,会壮大力量 "0(52 M 02 1) /许多知名的名嘴也都开通微博 ,这样等于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作为学生更

多地是关注他们的一些观点 "0三是凤凰网 "有 15.6% 的学生认为凤凰网对他们影响较大 ,他们认为凤凰网是

香港的网站 ,信息更全面 ,评论更激进 ,符合学生猎奇 !叛逆的心理特点 "(A 2W 028 ) /凤凰网是香港的一家著

名新闻资讯网站 ,信息量很大 ,报道很及时 ,评论很客观中肯 " 0(A 2M 030) /我们许多同学都习惯于浏览凤凰

网新闻 , 因为其相对大陆媒体少了许多限制 ,言论更偏向于自由激进 ,符合学生口味 " 0(S3 M O3 1) /由于凤凰

网是香港媒体的原因 ,导致许多在大陆无法全部获知的东西可以在其中获取 ,这充分满足了大学生的猎奇 !

叛逆心理 "0四是猫扑 !天涯等论坛网 "有 15 .6% 的学生选择猫扑论坛和天涯论坛 ,他们认为论坛言论更自由 "

(S3 M 01 4 ) /我们许多同学都上猫扑论坛 , 因为那里的言论很 自由 , 许多言论不会很快地被屏蔽掉 " 0

(52 M 02 2) /天涯论坛里面有许多同龄人发帖 ,主要是针对一些时事热点 的看法 " 0(A 3W 027 ) /猫扑论坛影响

比较大 "平时大学生活 比较无聊 ,但又不像 以往大学生那样喜欢泡图书馆 ,现在的大学生都 比较喜欢网络这

种更快捷的传播方式 " 0

第 四 ,大学生思潮旗手在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过程中起到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 "思潮旗手对思潮的形成

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哪些人对于大学生而言发挥着旗手作用呢? 我们在访谈研究中重点关注了这个

问题 "研究发现 ,大学生思潮旗手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的公众人物 :一是以韩寒为代表的青年作家 "有 37 .5%

的学生表示韩寒对他们的思想观念有很大影响 "(A 2M 03 0) /韩寒被看作 80 后 !90 后人心 中的偶像 "0还有学

生提到郭敬明(3 人提到 , 占 9% ) ,他也是 /年轻有为 0的青年才俊 "二是以李敖为代表的大陆 以外的文化名

人 "有 25 % 的学生认为李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还有 9% 的学生提到柏杨 "还有学生提到加藤嘉一 , 他被誉

为 日本的韩寒 !中国最有名的 日本人 "三是以郭德纲 !周立波为代表的娱乐界明星大腕 "分别有 12.5% 的学生

认为郭德纲 !周立波对他们的影响较大 "还有学生提到被称为 /80 后网络喷手 0!-旧 才帝 0的小河北等网络娱

乐名人 "四是以崔永元为代表的电视节 目主持人 "有 9% 的学生提及崔永元 "也有学生提及柴静 !张绍刚 "五

是以郎咸平为代表的经济领域的名人 "6. 5% 的学生提到郎咸平 "同时还有人提及曾担任中国电子商务网

88 48 前董事长 !中华学习网前董事长的薛蛮子 "六是徐光裕 !宋晓军 !宋兆文(台湾 )等军事专家 "
通过对大学生思潮旗手的分析 ,我们发现大学生思潮旗手具有 以下特征 :一是言辞激烈 !/一针见血 0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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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社会问题 "(52M 0 15) /韩寒 !李敖的言论都很激烈 ,感觉他们的书很刺激 " 0(S3 M 03 1) /薛蛮子的言辞和

思想都十分尖锐 ,能够一针见血地提出许多现实中的问题 " 0(A 2W 028 ) /郎咸平对于中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

敢于正面指出 ,并严厉地指责 " 0(A 3M 0 11) /周立波 !张绍刚犀利 的言辞会让大学生觉得很刺激 !很过瘾 " 0

(A 3M 010 ) /大陆公众人物言论受限制 ,许多都是依附主流 , 而台湾相对民主开放 ,激烈一些 " 0二是易于接受

的话语方式 " (52 W 0 16) /韩寒 !郭敬明他们不是以教育者的姿态出现 , 而是以平辈朋友的谈话聊天方式交流

思想 ,他们作品中的感情和经历与大学生很相似 "0(S3 M O14 ) /郭德纲在冷嘲热讽中达到教育人的作用 ,他劝

人向善并且言辞幽默 "0三是非常规的成长方式 "(Sl w 012) /韩寒代表 90 后的一些真实想法 , 和传统的主流

的教育不一样 ,他自己的成长方式就很特别 ,所以能比较切合大家的想法 "0(A 2M 030) /韩寒被看作 80 后 !90

后人心中的偶像 , 主要就是由于其作品中的莱鹜不驯 ,以他传奇的成长经历来参加高考 ,还有就是他对教育

体制的批判会很精彩 " 0(A 3M oo g) /李敖 !王克勤等对大学生影响很大 , 主要是他们有着传奇的 !非正常程序

的成长经历 "0四是被主流所批判和压制 "(A ZM oo s) /现在的大学生推崇一些被主流批判 !压制的人 ,大家简

单的认识是他们说了真话 " 0(SZM 0 15 ) /李敖 !韩寒他们都属于不服从社会管理的那一层级 " 0(SD M OO6 ) /郎

咸平的一些话虽然不太靠谱 ,但能给人一些与政府不一样的解说 " 0(S3 M 03 1) /薛蛮子是一个 十分受争议的

人物 .但是这样的人物更容易受到青年人的追捧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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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 白即七T he m ain soeial trends th at signifi eantly infl uenee th e eollege stud en ts a比 dem oera tie soeialism ,

neoliberalism , nationalism an d the tre nd of thou ght of the pub lie intelleetu al. Th e re ason w hy these ideologieal

tre nd s h ave effe ets on eollege stu dents 15 not d ue to its seientifi ealness, bu t novelty , eritiealn ess and realism ,

esp eeially it m eets the internal need s of eollege students. N etw ork 15 the m ain ehan nel fo r soeial trend s to

infl uenee eollege stud ents deeply. T he standar1I一bearers of eollege stud ents play an im P ort ant ro le in pro m oting

th e ideologieal trend -5 infl uenee on e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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