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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文化：青年的闪文化 

 

董秀娜 

 

 

我们正身处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视觉富裕和视觉张力的时代。海德格尔早就预言：“我们正在进

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

了。”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的出现使整个社会的文化开始向视觉文化转型，而网络媒体的出现又一次给

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新的视觉方式正不断地被炮制出来，Flash正是网络媒体的新一

代宠儿。 

 

FLASH文化的源起 

 

Flash在英文中的原意是“短暂的，突如其来的亮光”，中文译成“闪烁、闪动”，其制作人也因而

被称为“闪客”。它既是一种全球流行的电脑动画设计软件，也代表使用上述软件或类似软件所设计出

的流行于网络的“动漫”（动感漫画）作品。Flash 技术从最初的广告图片制作发展到今天有板有眼的

Flash MTV、贺卡、游戏、故事、卡通制作等，表明它已不仅仅是一项动画制作技术，而是已经形成了一

种文化，即“闪文化”。这种文化的始作俑者和创作者大多是青年，因此也被称为“青年的闪文化”。

这些Flash的制作者们不用画笔，他们的作品不会出现在展馆的墙上，而是穿行于网络空间；他们大都年

轻，固执地认为创新重于技艺；有人视之为雕虫小技，但这些自称闪客的“新新人类”们自认这是一种

新文化的代表。从北京闪客老蒋的Flash作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到如今各式各样，丰富多彩让人目不

暇接的Flash 动画作品，Flash作为一种全新的流行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已对互联网、大众艺术和文化

生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演绎成一场席卷网络和年轻一代的风暴，并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这不能

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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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文化特征扫描 

 

Flash已经成为网络时代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它集网络、互动、即时、音乐、动画等各种技术于一

体，在形式上有别于以往任何艺术品种，具有鲜明的网络时代特征。  

1．倡导创意，内容新颖另类 

Flash技术倡导原创设计，是创意的天堂。“闪客”们利用Flash动画表达自己个性张扬的创意，抒

发自己另类的情感。它进一步体现了网络交互性，让个人情绪得到图形化的宣泄。许多Flash作品有情

节、有故事、有人物，加上音乐和对白，完全具备了MTV 或动画电影的种种要素。同样一首歌曲，在广

播里听，无形无影，在电视上看，不过是真人的几个镜头切换，但制作成Flash效果则大不一样了。如闪

客老蒋用Flash把好莱坞《盗火线》式的警匪情节翻译成简单而富有冲击力的画面，让强盗在flash天堂

里继续扮酷，就得到了很多人的欣赏。有人认为“这是个看上去风格潦草粗暴的作品，大量运用了电影

的手法，融入了自己对媒体、暴力的一些思考”，而它的制作者比大多数中国导演更懂得如何运用镜

头。 

Flash颠覆了陈旧而古板的表述方式，使现代艺术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在这个新生的“闪文化”

世界里，不仅仅有娱乐，有游戏，有另类感觉，还有一个能带给人无限可能的“美丽新世界”。在“闪

文化”世界里，只有新，只有真，只有纯，只有意气风发，其余种种，风格也好，资历也罢，统统可以

搁置一边。这正是Flash所树立的风气，也正是青年喜欢它的地方。     

2．形式灵活自由，具有强烈的MTV色彩 

Flash兼具卡通、漫画、音乐诸多特性，表现手法灵活自由，可叙事，可抒情，更宜枪战打斗，快节

奏，跳跃性，强化了数字传媒的感官刺激。Flash电影、Flash歌曲、Flash游戏、Flash卡片，均可实现

人物、音乐与动画的完美交融，为制作者表达个人思想与情感提供了更直接更方便的载体，构成了全新

的文化传播模式。爱好音乐的朋友希望通过这种表现手法演绎流行音乐内涵，WEB设计者利用它构建全新

交互的动感网站，网络营销则利用它创造更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网络广告。 

一些优秀的Flash作品往往被众多网民津津乐道，在这些作品中，MTV占了近二分之一。MTV的本意是

指音乐电视（Music television），但是在广泛流行之后，MTV 已经成为了一种代名词。闪客很少涉及

音乐本身的创作，他们的重点是利用动画的手段重新阐释、演绎现有的音乐素材，因此可以把它称之为 

F-MTV（Flash MTV）。闪客们从Flash诞生之时起即投身Flash MTV的创作，鉴于用声音表意、叙述上的

困难，他们大都利用现有的mp3音乐素材，发挥本身通过颜色、虚拟画面表现主题的优势，创作了大量的

作品。Flash版的 MTV 动画技法多是模仿日韩港台的卡通派、欧美的酷炫派。 

3．传播速度快，短小精湛，动感十足 

Flash以网络为依托，它的传播速度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可以随时为人下载、欣赏、发送和共

享。Flash一般比较短小，少则几秒钟，多则几分钟，看一部电影的时间可以看几十个Flash。而一些含

有故事情节的Flash也只做成片段，像《阿贵的故事》、《小小作品系列》都可以拆开看，也方便下载。 

Flash多采用卡通造型，极富动感，把“动”发挥到了极致。像《小小作品系列》简笔画的人物，纯



以动作取胜。别看它个头小，但动作敏捷，身手麻利，颇有成龙大哥的风范。Flash的“动”讲究与音响

的配合，因此更显得动感十足。许多Flash都喜欢选用摇滚的题材，就是因为摇滚的题材，动画与音乐的

强节奏相得益彰。有名的Flash《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都是例证。作为“动”的

艺术，Flash更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它是互动的。欣赏者不再是静止的、被动的，他需要参与到创造过

程中，体验创作的快乐。Flash《大话三国》中“草船借箭”的末尾设计成了一个游戏，羽箭在诸葛亮四

周穿梭，究竟他能不能借到箭，取决于读者玩游戏的能力。很有可能一不小心，非但箭没借成，孔明先

生也死于乱箭之中，他一世英名的历史就被读者改写了。 

4．风格轻松幽默，呈现出强烈的解构形态 

搞笑是闪客的拿手好戏，也是Flash 作品的最鲜明特色。Flash 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搞

笑”，能让人发笑甚至是捧腹大笑。正如有人说的，对于Flash，“搞笑是它的商标”。但Flash也并不

是为“搞笑”而搞笑，它的笑来自于现实生活，来自于“某种真实”。当看到Flash中米卢带领的国足清

一色穿上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在《解放军进行曲》的音乐中训练，冲进世界杯的目标也成了打日本鬼

子时，爆笑中的人们也不由得有几分伤感。 

Flash的搞笑的一大特征就是“无厘头”，是无论怎么解答都是没有答案的一种全然放肆且世俗的大

拼盘，没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大话三国》系列作品里，王允使用貂蝉作“美人计”离间董卓和吕布

的原因是因为王允有“香港脚”，害怕被董卓发现，这样的场景被老学究们看见非大跌眼镜不可。 

闪客文化的特点可以这样概括，整洁文雅，聪明敏锐，幽默有趣，认真塌实，醉心于技术，沉静而

专注。平民化是要占主导的（毕竟贴近群众生活才是上策），正是这种“大俗”也才是“大雅”，也正

因为如此，Flash才得到青年的认同和接受。 

 

FLASH文化兴起之心理基础 

 

Flash带来的“闪文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甚至整个现代艺术世界中掀起的轩然大波，恐怕是让人

始料不及的。这种网络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与我们所生存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种

种密切的关系，而且也与青年一代自身的心理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入探究隐藏在这种“闪文

化”背后的心理因素有助于我们了解青年一代，体验当代的文化脉搏和生活潮流。 

1．Flash 文化根植于青年崇尚新奇的心理 

作为最敏感、思想最活跃且富有才智的群体，青年较之社会其他群体对新事物有更大的热情。他们

不甘寂寞，厌恶枯燥、乏味、单调的生活，对求新、求奇、求异情有独钟。越是新奇的东西，他们越是

喜欢，但凡新的东西，他们都会热切地去尝试、去创造。每一时代的新东西，总是由青年最先来尝试。

Flash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闪动的文化”，求新求异正是它有吸引力的根本所在。凡是新的东西，无论是

最新的新闻、最流行的说法，还是很前卫的概念、最High的思想，都是Flash描述的对象，甚至有些时下

的流行语本身就来源于某个Flash。如在2001年一首“都市民谣”配以Flash动画的方式在网上得到了几

何级扩散，一时间，“翠花，上酸菜！”几乎成了青年之中无人不知的调侃语。Flash正是因为新异才得

以在青年中兴起并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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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lash 文化迎合了青年人彰显个性的心理需要 

社会心理学认为：年轻人在与同辈群体保持步调一致的同时，又十分希望区别于他人，实现“差别

性愿望”；有时候，他们并不介意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追求另类、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Flash文化正迎

合了年轻人设计自我、标新立异的需要。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艺术高高在上，普通人只能以欣赏的方

式“聆听教诲”，人们不能随意参与制作自己心目中的艺术形式。而Flash的出现使这种“为艺术而艺

术”的艺术变为一种平民化、生活化的艺术。每一个爱好艺术的人都能制作并发表自己的艺术作品，任

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重新设计包装自己喜欢的歌曲、图画等。制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充分

展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创造力和幽默感，张扬自己的个性。正如中央美术学院一名大学生所讲的“它

（Flash）已经成为一个舞台，我们可以为这舞台安排上喜欢的演员、喜欢的布景、喜欢的台词，让它们

演绎我们心中的世界，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每个人都是导演，可以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它可

以是美丽的、奇异的，可以是不能在现实中完成的一切，于是，它带给现代都市人一种全新的生活与希

望，让我们对生命有了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抛弃那沉重的世俗的臭皮囊，来追求一些精神的本我的东

西，展示出不同于现实生活和真实自我的另一个层面。”Flash 的出现为青年人显示个性提供了一个新

的舞台，因而它一出现，就受到青年人的青睐。 

3．Flash文化暗合了青年人的逆反心理 

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看，处于边缘状态，他们往往是被教

育和受管束的对象。边缘化处境滋生了青年的孤独感和相对剥夺感，造成他们反叛意识的增强。青年人

这种情绪上的负性体验必然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Flash 正是青年人表现自己逆反心理的一条新渠

道。Flash 文化有着浓厚的无厘头色彩，它以后现代的方式解构一切传统的权威，比如说爱情、道德、

英雄、崇高……。如《爆笑三国》系列，把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拿来调侃一番，让孔明打手机，更不时

地迸出一两句英语，在轻松的氛围中完成了对传统情节的解构。它敢于对古典动刀，向陈词滥调宣战。

周瑜为什么让诸葛亮去借箭，曹操为何割须弃袍？Flash不再顾忌历史和权威，它自有说法：这些时代英

雄，就像痛哭流涕高唱《神啊，救救我吧》的吕布，不过是我们身边一个普通人罢了。这种揶揄、搞笑

将传统经典与权威统统都“解构”掉了，变成了让人发笑的东西，在笑声中，青年人的压抑得到了释

放，叛逆得以体现，真我的个性得以展示；因而它一出现，就得到青年的喜爱，并很快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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