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于不同年代的人，有车生活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从60~80年代，讲述汽车生活变迁
郑州汽车生活读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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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这个东西究竟该给它如
何定位？是代步工具？还是成年
人的大玩具？或者这是一种精神
寄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随着中国汽车消费水平的不
断上升，就像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一
样，最终汽车也会成为中国人生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当生于不同年代的人几乎在同一时代步入汽车生活时，历史
和文化的差异立刻显现出来，但生活准则和用车理念的激烈交锋
并不影响他们用各自的方式享受着有车生活。 晚报记者 陈栋

生于60年代：把汽车归于物质生活

生于60年代的人也许是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有汽
车文化这个概念的人。在他们之前，还不足以体验到汽
车文化的概念，那些人大多了解的都是“司机”这个职业
而已。而当生于60年代的人开始接触了解汽车时，正是
中国汽车业真正开始发展的时刻。

张建国就是出生于60年代的人，这从他的名字就能
看得出来。他的父亲是一个卡车司机，也许是和父亲的职
业有关系，建国从小就在“解放”卡车里钻进钻出的，对汽
车有了浓厚的兴趣。1979年，国家首次宣布允许拥有私人
汽车，随后，桑塔纳、拉达、菲亚特126P等车型纷纷涌入国
内，成为建国对私家车的初步概念。张建国在90年代初的
时候，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桑塔纳：“汽车最基本的作用还是
代步，皮实耐用是我考虑车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保有量，
因为这直接影响着养车的成本。”张建国对汽车的要求非
常理性。这大概也是生于60年代的人对于汽车的诉求。

曾涌现一批哲学青年、文艺青年、摇滚青年的60年代
人，精神与物质是截然分开的，精神与理想的追求比物质消
费重要得多，汽车生活只能归类于物质生活。

生于70年代：适度享用有车之乐

相比起张建国，崔凡的汽车理念显得更加实际。刚
刚有了孩子的他是一家中型企业的中层领导，上有老下
有小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对于汽车，崔凡要求第一要
养车成本不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压力，第二是质量要有保
证。而对于品牌概念和文化上的延续，崔凡显然从未考
虑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70年代的人没有60年代人的
那些经历和经验，也没有 80年代的人那种洒脱和激情。
他们是活在夹缝中的一代。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对生活的
要求简单了许多。

现在崔凡每天驾驶着自己的飞度行驶在家与单位的
两点一线上，偶尔会外出郊游一圈。“汽车没有让我生活
的圈子像传说中的那样变大，但确实变得舒适了。”崔凡
说道。

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70年代
的人面对了潮水般的物质诱惑，虽然心动却又要告诫自
己要脚踏实地，他们的有车生活带有骨子里的功能性。

生于80年代：汽车是个大玩具

“汽车绝不仅是代步工具而已。”陈鹏虽然年龄不大，但对
汽车的了解可不少，从老爷车到超级跑车，以至汽车的改装，他
说起来如数家珍。这个看着变形金刚，喝着可乐长大的年轻人
对汽车有着痴迷的感情。在他眼里，汽车是一个男人的大玩
具。“一定要享受汽车带给你的快乐。”陈鹏笑着说。

年龄不大的他现在已经有了第二辆车——马自达 3，他的
第一辆车是奥拓，并且被改得面目全非。“我妈说再扎俩翅膀那
车就能飞了。”陈鹏说起这事儿仍觉得好笑，他同时也表示，再
看以前的用车经历，确实有些“傻”，那么个小车，总是以赛车的
态度来对待。而现在，他更看重汽车的品牌和内在实质，也再
不会将车改得快飞起来。“我加入了车友会，经常和一群喜欢汽
车的朋友待在一起谈天说地，这是我最享受的事。”陈鹏说道。

年轻、激情和梦想，走过60、70年代，终于迎来了天生自由
的80年代人，他们不顾一切追逐个性，有车真的开始成为了一
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