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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研究室副主任郑

志刚：当下越来越多老年人退休后选择

脱离主流人生轨道，活出自己的姿态，

我们鼓励更多老人选择不同的退休方

式，创业、再就业、学习新技能、全

世界旅游……有所为，有所乐。但无

论过哪种生活，都应遵循内心，没必

要刻意而为。

媒体观点：
《中国青年报》郭慧岩：对于“逆

社会时钟”，我们不要美化也没必要带

有偏见。人生选择原本多元化，有人

喜欢快，就有人喜欢慢；有人喜欢按部

就班，就有人喜欢随心所欲，无论是

选择“顺社会时钟”还是“逆社会时钟”，

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不违反公序良

俗，只要自己内心充盈，便不必有早

和晚的纠结。

《闽南日报》邱芃苡：对于“逆社

会时钟”的践行者来说，社会时钟让

位于个人选择。比起盲目地按照社会

期望生活，不如打破藩篱，在有限的

人生里放手一搏。一切努力的最终目

的都是认识自己，用于探索自我的时

间永远不是荒废生命。

读者观点：
楚雄市刘镇玮：“逆社会时钟”是

人们倾听内心呼唤的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人们遵循自然、释放自我的一种

心态，更是百姓生活越来越好的一种

具象表现。

洱源县杨学全：社会在发展，历史

在进步，年纪轻轻就过上隐居生活，

或不遵循人生的“寻常节拍”，我认

为不可取，不仅与社会逆行，也违背

了发展规律，所谓“什么年龄做什么事”

就是这个道理。

石屏县杨凯华：我认为，所谓“逆

社会时钟”是人数较多的群体对人数

较少的群体的一种偏见。其实，每个

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无论是

选择“顺社会时钟”还是“逆社会时钟”，

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好。

最近，“逆社会时钟”小组在某网络平台活跃，目前超过 5 万人加入，他们当中有

人 28 岁读大学、有人 20 岁出头到山上过起隐居生活、有人 63 岁开始学英语……总之，

该小组成员不遵循人生的“寻常节拍”，没有按世俗的“既定路线”来过自己的人生。

对此，您如何看？

下期选题：“云旅游”如何提质落地

受疫情影响，“远行”成了奢望，“云旅游”需求得以增长。但在中国旅游日前夕，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的一项有 2085 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
61.7% 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云旅游”存在过度美化之嫌，不真实；55% 的受访者觉得
观感不好，难以代入。对此，您如何看？“云旅游”如何提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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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逆社会时钟”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