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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梳理与特点探析

□ 刘东锋 张 琪

摘 要：青年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原住民，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消费者和参与者。网络

青年亚文化与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密切相关。文章坚持问题导向，把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消极负

面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梳理归纳为网络暴力现象、网络低俗现象、网络泛娱乐现象、网络炫秀现象、

网络佛系现象、网络偶像迷恋现象、网络“怼主流”现象、网络非理性消费等八个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

八类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的特点进行剖析，即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混杂性与个性化、狂欢性与迷茫

性、庸俗性与消费性、反抗性与变异性等特点。这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加深对消极负面网络青

年亚文化现象及其特点的了解，助推进一步做好大学生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教育引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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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就是青年群体在主流文化占主导地

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独具自身风格的文化

形态。毫无疑问，青年作为每个时代最为活跃和最

具生命力但又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以其为主体参

与创造或者以其作为主要用户群体的青年亚文化都

是时代文化视域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文化图景，也是

亚文化族群中最为活跃的主体部分。今天，作为网

民的主要群体——青年群体，他们以特殊的文化实

践活动涂抹着自己的青春岁月，以别样的形式抒发

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以另类的方式表达自我并参与

当下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

网络青年亚文化类型。 [1]（P72）网络青年亚文化虽然促

进了时代文化的活力、繁荣与发展，但其与主流文化

总还有着或远或近的距离，呈现出与主流文化既相

互合作又相互抵触的状态，特别是一些消极负面的

网络青年亚文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主导文化的

权威，对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成熟期

的青年大学生造成程度不一的负面影响，而这正是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最为关注的课题。所以，梳理

新媒体飞速发展背景下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尤其

是消极负面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其表现，分析其

主要特点，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

努力做好大学生网络青年亚文化教育引导工作，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梳理

伴随移动互联网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

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种类、数量和规模出现了现象级

的发展态势。本文不再按照表现形式或者青年人

所展现的文化生活方式等中性的立场对网络青年

亚文化进行分类，而是站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

角度，关注青年大学生思想问题，对消极负面青年

亚文化现象进行梳理总结，最终将网络青年亚文化

现象主要归纳为网络暴力现象、网络低俗现象、网

络泛娱乐现象、网络炫秀现象、网络佛系现象、网络

偶像迷恋现象、网络“怼主流”现象、网络非理性消

费现象等八个类型。其中，网络暴力既包括有明确

指向个人或社会的网络泄愤，也包括没有明确指向

的网络暴力宣扬，网络上常见一言不合就开骂的

“键盘侠”和“网络喷子”，网络暴力现象屡见不鲜，

不少青少年参与网络暴力之中却毫不自知。网络

低俗内容违背公序良俗，游走在道德法律边缘，各

种网络低俗现象层出不穷。网络泛娱乐不仅以各

色网络流行语，更以恶搞、戏谑等把古今文化名人、

历史人物事件甚至红色经典，任意裁剪嫁接戏说八

卦来娱乐大众，更甚者以消费弱势群体等来制造娱

乐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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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特点探析

第一，混杂性与个性化。上述八种网络青年亚

文化相互混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当前网络

青年亚文化大杂烩现状。网络暴力本身就是网络低

俗的一部分，低俗与暴力又往往以网络泛娱乐和网

络炫秀的形式展现出来，网络炫秀中的很多内容也

属于网络低俗和网络非理性消费范畴，佛系青年语

录也以泛娱乐形式加以表现，网络偶像迷恋中也不

乏网络暴力、网络低俗、网络炫秀、泛娱乐和非理性

消费内容，网络“怼主流”现象更是掺杂着讽刺、挖

苦、恶搞等暴力和泛娱乐成分。而在网络青年亚文

化现象间的相互混杂性背后实质上也存在着其内在

同一性，都带有当代青年在网络社会中独特个性化

展示的烙印，即在庸俗甚至低俗的自娱自乐或相互

娱乐中过度表达正在成长中的浮躁和不成熟的自

我。其主要特征就是放浪不羁，无所顾忌。

第二，狂欢性与迷茫性。网络青年亚文化有一

个突出的表现方式，即狂欢。无所顾忌甚至突破底

线地在网络上表达和张扬，实质就是一种狂欢。网

络狂欢与严肃、秩序、权威、正常生活逻辑等针锋相

对，其通过模仿、移植、嫁接、戏仿、解构、篡改、恶搞、

颠覆等各种花样翻新手法来嬉笑怒骂他人、社会和

自己，通过自创的“火星文”、表情包等青年人圈层化

语言，甚至违背公序良俗的低俗行为来自我放纵和

发泄，博得自己一刻欢愉或者他人的关注、模仿、点

赞。“无欢不网”“无狂不网”成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

突出特点。

但让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青年们网络上的无

尽欢腾却与实际生活中的寡言少语、现实孤独形成

了强烈对比。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真正的原因还需要

从青年人成长的时代、生活的社会环境，尤其是独特

的心理来挖掘。青年是从儿童或青少年逐渐被承认

作为成年人的一个过渡期。处于儿童期和成年期之

间的青年过渡期是一个半依赖期，年轻人试图完成

个人的自主性，然而仍依赖他们的父母或国家。[2]这

就意味着，无论哪个时代的青年人必然在其即将真

正长大成人的这一特殊阶段承担应有的社会压力，

也必然存在人生探索中的困惑与迷茫。今天青年人

生活的时代虽物质丰富，但也因社会快速转型带来

不少压力。传统权威社会按部就班式生活正在改

写，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个体学习就业竞争压

力倍增，加之独生子女教养方式导致青年自恋倾向

加重，吃苦耐劳抗挫折能力下降，个人更难以在复杂

变动风险社会中把握自我发展际遇；尚不健全的社

会运行制度与个体化生活要求的公平民主还有差

距；尤其是整个社会对物质追求的过于专注而使他

们极为关注物质世界，其个人成功往往以拥有多少

物质财富来衡量，但高物质欲望的精致生活却难以

得到满足……诸种内外因素叠加，导致世俗社会个

体化生存境遇下个体挫败与释压心理并存，精神失

落和迷茫在所难免，找不到努力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价值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凸显，其必然导致人的强

烈无根感、碎片化和生活中的患得患失，在快速变换

的社会面前，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只能维系眼前可见

的物质利益和随时可感的本能欲望上，而网络技术

创造的自媒体平台又恰恰给青年们创造了这样一个

可以即时宣泄又不用承担太多成本的生活空间，网

络世界非理性无厘头的狂欢浪潮便轰轰烈烈起来。

但狂欢过后现实中的困惑与迷茫却依旧存在，所以

唯有把自身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

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一步一个脚

印经历实践磨砺，才能彻底消除这些困惑与迷茫。

第三，庸俗性与消费性。一定程度上，网络青年

亚文化展现出的狂欢就具有庸俗性。但网络青年亚

文化的庸俗性更表现在其展现出的本能化、感性化、

肤浅性、粗鄙性和物质化等方面。网络青年亚文化

庸俗性跟精英文化衰落与大众文化兴起紧密相关，

大众文化与讲究高雅优秀的精英文化最大区别就

在于其生活化、草根性与世俗性，草根、世俗性中天

然包含一定的庸俗性。说大众文化庸俗并不意味

着大众文化就不能高雅优秀，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物

质主义极大膨胀导致大众文化逐渐逃避崇高、放纵

本能而流于庸俗。大众文化尤其是网络青年亚文

化已经成为青年人必备的日常消费品。网络青年

亚文化产品本身并不能带来经济收益，但其流量却

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是资本眼中可以变现的最

重要资源。为了吸引眼球变现流量，在资本引导培

育下，不少自媒体放弃道德甚至法律底线，炮制出

猎奇、窥视等庸俗低俗媚俗信息和表面精致实际低

劣的图像，满足青年好奇与低级趣味，迎合青年人

对财富的焦虑、阶层固化的恐惧和对社会制度不健

全的怨愤，吸引青少年痴迷快餐式、感官化和从众化

的网络亚文化消费，而自身却从其流量中吸金赚

银。应该承认，网络青年亚文化庸俗性之原因，除了

青年自身为显示其独立特性而言行举止另类甚至无

节操而庸俗之外，还与其成为青年人特殊文化消费

品的资本逻辑紧密相关，网络青年亚文化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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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经成为消费主义的产物，庸俗的消费逻辑导致

网络上刮起各种毫无营养的“言情风”“解构风”“戏

说风”“污民风”“网红种草风”，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文

化产品应有的价值引领作用。与法兰克福学派批

判资本主义庸俗娱乐“麻痹工人阶级的精神，由此

消弭工人阶级的革命性”[3]（P107-150）一样，庸俗的网络

青年亚文化对于青年高雅精神培养的损害无疑也是

不容忽视的。

第四，反抗性与变异性。新一代青年不在乎别

人给自己贴上宅男宅女等另类、小众、怪异的标签，

不理会来自主流规范与价值的质疑与嘲讽；相反，他

们沉溺于自我独特的生活方式中，大胆地“秀”出自

己与众不同的“癖好”，并以此获得存在感和满足

感。 [4]网络时代赋予快速掌握网络新媒体技术的青

年亚文化群体以新的权力，其借助开放自由的网络

平台，使用盗猎、篡改、解构、山寨、恶搞、讽喻、黑色

幽默等手段戏谑、嘲弄、抵抗权威与崇高文化的同时

构建与众不同的青年亚文化。可以说，一定程度上

网络青年亚文化就是青年人对于主流与传统的反抗

性景观展示。网络暴力、网络低俗、网络泛娱乐、网

络炫秀等现象中对主流价值和传统观念的颠覆乃至

嘲讽，就是证明。

西方亚文化研究中，无论是芝加哥学派，还是伯

明翰学派，都认为青年亚文化带有边缘、反抗等色

彩，虽然后伯明翰时期，网络新媒体环境以及蓬勃的

消费主义消解收编了亚文化针锋相对式，甚至阶级

斗争式的抵抗色彩，更加关注青年亚文化所创造出

的新的独特生活方式和圈层文化，但网络青年亚文

化所展现出的软抵抗色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当前

社会快速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青年中存在的

对社会的不同看法伴随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往往

会通过网络自媒体平台随意发声宣泄，如“逗比”“屌

丝”“废柴”等自嘲式网络脏话虽然是对自己社会境

遇的吐槽，但这种“丧”和“佛系”式的自我污名化吐

槽背后是对现实社会不公正的怨恨和反抗，其很容

易与对社会不满的其他情绪发泄合流，进而在观点

相一致的圈层中陷入“信息茧房”而导致极化，最终

陷入盲目“怼主流”的非理性对抗泥潭。如中美贸

易战中盲目指责中国等言论。而更令人担心的是，

这种情绪上的非理性对抗又很容易受到网络上与

主导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错误社会思潮诱导，而逐渐

发展变异为认同接受诸如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

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用西方的逻辑看

待中国的发展和问题，走向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

的道路。这种反抗已经逾越了单纯的青年阶段性

发展特有的对世俗社会的非对立性抗争，而发展成

为不认同乃至否定国家政治制度框架的颠覆性对

抗，其不仅给国家社会发展造成很大障碍，更给自

己未来发展带来极大困扰，对此我们绝对不能掉以

轻心。

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梳理及其四个特点剖析清

晰地展示了消极负面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复杂性

与潜在的危害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

共同的精神家园”。丰富多彩、微观具体的网络文化

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核心价值观涵育和精神

家园建构的重要任务，毫无疑问，网络数字空间已经

成为不断建构青年大学生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的主

要渠道之一。而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

主要创造者、消费者和参与者，其身心健康成长已经

与网络青年亚文化密不可分，所以引导青年大学生

正确认识合理对待网络青年亚文化，尤其是消极负

面网络青年亚文化无疑成为一项长期重要任务。本

文从问题导向入手，归纳整理较常见的消极负面网

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尝试分析其主要特点，目的就是

对当前众多大学生沉浸其中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

做一个较粗略的全面梳理，尤其是加深对消极负面

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其特点的了解。但网络青年

亚文化诸多课题庞大复杂，对其的探讨还需加倍努

力，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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