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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角李天潇、王子潇和王玉俊都是90后，当然，他们还不足以代表全部的同龄人，但是，拿起DV拍摄
同龄人的这个举动，体现出了某种象征意义，那就是，90后已经开始审视自我、思考自我、定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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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是什么？90后想什么？

我们是什么
“当看到‘90后’这个标签时，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发绵羊音的曾轶可、面

容姣美的林妙可、奥运冠军龙清泉，还是高考状元李泰伯、抗震小英雄林浩？”2010

年9月初，北京人民大学附中的高一学生李天潇，突然萌发了这样的疑问。

此前，通过微博这个“非主流”渠道他结识了杂志社的人，暑假期间去实

习。“分到了市场部，帮他们做文学沙龙等活动。”活动结束，他制作了张“非主

流”风格的照片，得到了平面设计师、70后作家张发财的赞赏。

李天潇观察到，很多人是第一次在工作中接触90后，经过他两个礼拜的努

力，那些关于90后各种“不靠谱”的印象，得到了改善：“90后也是有能力的！”这

让李天潇既好奇又感慨，因为实际上，对同龄人他本持“悲观态度”。

事情恐怕要追溯到汶川大地震期间。地震当天，李天潇在学校宿舍里，刚

听到消息没什么感觉，等周末回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身为央视记者

的父亲，已扑向震区；而电视上惨烈的画面，更让他揪心。“我和妈妈彻夜看新

闻，流了许多泪。”但就在全国哀悼的3天里，有90后女生因网游停运而口出怨

言，一时间引发社会热议，“脑残”“垮掉一代”“堕落一代”等负面标签，潮水般

向全体90后贴过来。

同龄人的表现，也令李天潇十分厌恶，“怎么能这样呢？”他甚至为身边的

同学对地震的感受不如自己而强烈不满。

不过，2010年夏天的实习经历促使李天潇思考：既然成人世界对我们的

观感都有所转变，那我们究竟是谁，又该如何认识自我呢？他决定拿起钟爱的

DV，一探究竟。

这个想法获得了“青年志学院”的支持。该团队创立于2008年，成员平均年

龄27岁，专注于中国年轻人群体和青年文化的研究，同时为品牌提供商业研究

和咨询。探寻90后的心路历程，非常符合其定位。

李天潇给项目取了个名字：“Inside！90后”，直观意思是“局内人观察局内

人”。“希望通过选取不同的90后样本拍摄，展现真实的90后，他们的生活、选

择、想法，也集中展示90后的价值观及时代的共性。” 

非主流，不靠谱，脑残

我们做什么
拍摄者来自北京、上海等地，也均为90后。其中，就有王子潇。“我小学一

年级是在北京读的，和李天潇同班，后来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初二时他学变

魔术，买了台DV，想把过程拍下来。结果，魔术没学成，对拍摄的兴趣倒日渐浓

厚。世博会期间，王子潇尝试拍了个15分钟短片，深受好评。这也是他首度参与

到一场全民盛典之中，极为兴奋。

“Inside！90后”项目一启动，王子潇就加入了。拍谁呢？他想起了王玉俊。两

人是初中同学，中考过后，王子潇进入上海师范大学附中，王玉俊进入职校，命

运由此分岔。

2011年7月，王玉俊进入冰淇淋店，开打人生第一份工。闻讯后，王子潇找到

他，说想抽个时间，把这段经历和他的所思所想拍成纪录片。王玉俊很纳闷：这

有什么好拍的？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王子潇随即“疯狂地做剧本和分镜头脚本”，还实地勘察，详细讨论构

思。按照原先的设想，镜头应该从王玉俊出门上班那一刻跟拍，可由于要携带

摄影包和三脚架，而把它们搬上早高峰期间拥挤的公交车很不现实，最终，王子

潇选择了直接去冰淇淋店。拍摄那天，他一大早就跑去“蹲点”。翌日，两人又到

浦东图书馆详谈。

2011年下半年，王玉俊是在税务局和冰淇淋店度过的。税务局由学校安

排，为实习单位，不算忙，拿点“象征性”报酬。冰淇淋店则是自己找过去的。他觉

得坐办公室没意思，“想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外面的世界，王玉俊每周工作3天，每天6到8小时，每小时10元。“挺累

的。”他坦言。冰淇淋店位于浦东陆家嘴正大广场，繁华地段，顾客如流水般从不

间断。“基本上没停过，做完一杯做下一杯，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而且，始终保持

同一种姿势。”打完工，今年王玉俊回到学校，继续读金融。尽管，他不那么喜欢。

如此机械枯燥的生活状态，他说并不意外，甚至在预料之中。

“并不因为我们是90后就娇生惯养，80后有80后的问题，我们有我们

的。”面对镜头，王玉俊说道。没说的是，他母亲是做家政的，“我从小就知道她

赚钱不容易。”更不曾公开说出口的是，父母在他小学两年级时分开，他跟母亲

过。母亲后来再婚，但王玉俊仍自称成长于“单亲家庭”。

我们想什么
花了四五天整理素材、剪辑、做声音

合成，4分多钟的纪录短片《我的路》出炉

了。其中，王玉俊说了一段让李天潇颇有感触

的话：“不适应社会无法生存，但适应了，有

可能被同化，棱角磨平，看到不公的事连愤

怒都没有了。这也是个悲剧。”在李天潇进

行的采访中，不少90后表达了类似的迷惑。

有的选择出国。例如张岐（化名），因失

望于“扼杀创造力”的应试教育，在念了一年

国内大学后毅然投考美国。“还是决定出去

了，不能以交白卷的方式回报父母。”

在李天潇看来，这既表现了90后不受

束缚、充满个性的一面，也表明，他们并不

缺乏责任感。90后并非不思进取的“垮掉一

代”。“我好像没那么悲观了，人总是慢慢变

化的。”他笑言。这一年多来，他和伙伴们采

访了典型理科男、羞涩出国党、业余游戏工

程师、摇滚乐队、平面模特……囊括了90后

的方方面面，积累的素材也是沉甸甸的。和

同龄人打交道，让向来“喜欢跟大人玩”的

李天潇，加深了对自己“这一代”的了解。

他们也在拍摄过程中成长、成熟。拍《我

的路》给了王子潇极大考验，店长拒绝了拍摄

店内素材的请求，他只好拍商场的镜头，又招

来保安的干涉。为此，他把教科书上关于“游

击拍摄”的经典招数统统用了一遍：伪装游

客，佯装摆弄相机，两个人挡着机器拍摄延时

摄影，和保安瞎扯转移其注意力……目的只

有一个，捕捉到他想要的镜头。

后来，王子潇拿着《我的路》参加面向

全国高中生的“小白杨奖”，顺利闯过初赛，在

“激动、焦虑、绝望、希望、升华”的决赛

中，他摘得数字影视制作类一等奖。

而整个“Inside！90后”项目的大部分拍

摄，也于今年初完成，“剩下的，主要是后期

制作了。”李天潇说。这之后，他将赴美国念

书，带着他的纪录片梦想。王子潇的目标则

是中国传媒大学，理想也已确定，也是专攻

纪录片。他计划读大学时能到西部，“我从没

离开过大城市，特别渴望到中国的另一面走

一走、拍一拍。”

他们的人生已经交叉，他们的故事刚刚

开始。

迷茫、棱角、理想

玩DV、打第一份工、感受辛苦

李天潇和“Inside！90后”
项目组的同伴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