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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文化的三个区间 

——对《青少年文化现象报告（2004）》的解读  

 

陈 亮 

 

 

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冲突与观念的整合，使得以寻找个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青少年

文化得以产生，商业化及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促使成人社会对青少年文化越来越无法忽视，文化反哺

现象的渗透性正引起主流文化的高度关注。 

就青少年文化而言，2004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虽然不缺“话题”和“热点”，可资叙述的东西也

不少，但并未产生所谓的“文化震惊”。人们似乎已习惯了青少年的独立、开放、标新立异，在他们试

图消解权威的游戏中，主流文化也给予了适度的宽容。青少年文化对青少年固有的正向功能正被人们所

认识，反向功能也正被同时警惕着。一个宽松而互融的、接触而游离的青少年文化生成环境业已形成，

青少年文化逐渐趋于日常生活的场景。这样的判断或许有失主观，但大致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青少年文化是青少年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它是以青少年的特殊利益为动力，在青少年与社会的互

动中形成，并得到同龄群体认同的具有独立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一种文化现象。青少年文化历来都是

“先锋文化”，青少年的热情和理想构筑了当代生活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可以通过青少年文化来认识明

天的发展潮流。 

《青少年文化现象报告（2004）》以列举的方式，对新近的青少年文化做了一次生动的勾画，透过

这些图像，能够探见时下青少年文化中色彩斑斓的几页内容：流行文化的阶层化和小众化；中国“小

私”的出现；行走于网络时代的异样群体——“极客”（Geek）；游戏多于责任的“都市快闪”；耀眼

的FLASH 文化；年轻人的网络新宠——“网络日记”；网友“一夜情”的伦理承担与困惑；鱼目混珠的

网站短信服务；被置于当下的话语立场的“嘻哈”运动（Hip-Hop）、“青春小说”、“少儿读经”、

《Q版语文》；崭露头角的“80年代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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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的发生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状态，而是连贯的一个进程。当前的青少年文化仍以个性化、

个体性、娱乐性、非政治性来彰显。意义来自人群间的社会互动，意义的改变是新的互动所产生的结

果。青少年文化虽然在许多方面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但它的内核却是青少年独特的价值理念，

无论在音乐、语言、发型、服饰、两性关系上，传达的都是对传统的颠覆，对意义的转换或拆解，书写

着一种青少年文化反叛、戏谑、解构的文化符码。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借助于符号来传达意义的行

为。对此，娱乐的魅力抢占了更大的市场。符号的拼贴、挪用，在消费市场大行其道。媒介手段创造了

比现实更真实的“现实”和“真实”。青少年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不过是试图对经典文本的完整性

和同一性的全面质疑，找出一系列非正统的解释链，并由此来重建迥然不同的生存意识。 

像一般的大众文化一样，青少年文化也卷入了当下的社会实践，或由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逃避与妥

协，或是对现实世界加以修正，创造一个仿真的新世界。综观《青少年文化现象报告（2004）》所涉及

的话题，不难看出青少年文化现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方式有许多尚未被完全理解，其精神方位仍在社

会控制之外，其审美泛化表现在它的幻象、庸常、暧昧上，其基本走向包含有三个“区间”。 

 

区间一：没有“身份”的身份确认 

 

在这里，新的与旧的因素围绕一系列不同的前提与主题被重新组合在了一起。身份作为“群体通行

证”一时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近年来，青少年文化有阶层化和“小众化”的趋势。这样的趋势是便于身份确认的：“蓝领”、

“白领”、“都市民工”、“新新人类”……“阶层化将社会‘金字塔’纵向切割为一些层级，‘小众

化’则将某一层级再横向细分为许多板块。典型的‘小众化’板块，比如‘摇滚发烧友’、‘欧洲电影

俱乐部’、‘DV摄影爱好者’等等，围绕这些流行文化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

和交流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这些青年流行

文化的‘小众化’板块，虽然人数并不庞大，但却是更大范围内的青年流行文化的策源地。”（杨长

征：《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21期）“圈子”成了很“高级”的身份。人不但生活在物理世界

中，也生活在符号世界里。 

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小资”的美仑美奂，“小私”已悄然登场。尽管在中国“小私”不过是凤毛

麟角的一小撮，且未必彻头彻尾，但作为一种在乎格调的生活方式，一种更自在自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

主张却是十分引人注目。“小私”把自己从凡庸中解脱出来，与人群隔离，与自己生活在一起，并因之

优越地拥有独特的话语权和身份认证，表面上看却是低调的，而且状态散漫。 

 随网络应运而生的“极客”（Geek）正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他们是从事计算机技术的知识人才，

专门从事高科技的创造、维护和服务。作为一个新的、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特立独行。“极客”热衷

于技术，忠诚于职业，极爱挑战，非常讲求效率，工作与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座天平。在中国“极客”

名单中不乏网站的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或总裁，网络的急速发展，意味着“极客当家”时代的

到来，他们的身份确认意味着人生的成功，他们成功的人生成了青少年趋之若鹜的“英雄梦”。 

“快闪暴走族”（F1ash Mobs），是一种临时的组合，其身份的确认亦是临时性的。这些通过互联



网而联系起来的素昧平生的人并无核心的组织者，只要有人在网上提供某一创意，将这创意散发给网

友，于某一指定的时间到某一指定的地点集合，共同完成某项任务后即作鸟散状。“快闪暴走族”有

“干预”的兴奋，有独特的“表达”，既满足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又充分显示了网络时代的参与特

点。看似有深意的一次行动也许不过是一场游戏，看似一场游戏的行动下面也许自有它的不可言说。 

青少年时期正处在人生的过渡期，成人的控制、管制使他们迫切渴望“独立”，企求获得自主、自

我的身份确认。以《天生我才》、《我为歌狂》为代表的“青春小说”，建构了完全属于青少年自己的

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发挥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实现着自我价值。他们以自己

的情感和观念来抗衡或规避学校、家庭和社会。“青春小说热”的背后有青少年的自嘲、栖惶和诅咒：

一是“少年作家”们牢牢记住了张爱玲关于成名要趁早的提醒；二是升学的压力与评价的标准给他们带

来的困惑，使他们总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的状态。对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过，他们有怀疑有思考。他们竭

力想使自己“飞”起来，以达到理想的境界。 

“80年代生人” 正渐渐走向历史的前台。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将《北京娃娃》的

作者——20岁的春树登上了封面。在这期《时代》的封面报道中，除了春树，还有韩寒、“黑客”满

舟、摇滚乐手李扬，他们一起被称为ling lei（另类）——“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在一个物质不再

贫乏的年代，“80后”提前给自己的身份打上了文化的印记。“80年代生人”的“集体症结”是从“需

求”（needs）到“欲望”（wants）的价值转型，他们是“动物凶猛”的一代，也是积聚创造力的一

代。随着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长大成人，他们将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新兴主体，有媒体甚至声称

“独生父母时代来临了”，这预示着新一轮的青少年文化将以他们的弹唱为主角来引领风骚。 

“嘻哈”（HIP-HOP）作为一种舞蹈形式得到了不少的青少年的追捧。虽说有南派北派，但宗旨是相

同的：玩出艺术，玩出个性，玩出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批判。从而在无序的人生里，暂时确认一下自己

的位置和身份。动感十足的肢体语言包裹着也释放着年轻骚动的心灵，成为近年来青少年文化与世界同

步的一个景观。 

 

区间二：一网打尽的快感 

 

青少年阶段作为人的自我生命意识崛起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有实现自我生命创造性扩展的舞台。

互联网的开放、平等、信息海量，在给青少年带来交流的快乐的同时，也成了他们用来寻求与尝试保证

生命内部秩序结构稳定的一个良好平台。关于网络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但青少年文化以

青少年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需求、思维方式却在网上尽情歌舞。 

Flash对传统表述方式的颠覆是显而易见的，它使现代艺术获得了空前的张扬。解构、搞笑，对此

“闪客”们表现得游刃有余，并轻轻松松地给Flash 作品打上鲜明的时代特征。创新、快速、自由、灵

活、视觉冲击，一网打尽的快感，使青少年们乐此不疲。他们在其中发出与其他社会人群不同的呼声，

实现着文化创造的目的。一个真正“读图时代”的进入，使我们看到文化即生活方式，看到后现代主义

的多重性、消解性和断裂性。 

“博客”（Blog）是继电子邮件、BBS和ICQ之后的又一新的互联网沟通工具，是细分互联网应用的



又一个领域。它集原创文本、包括个人观点的提供、评论以及超链接、网友跟进文章于一体，乃为“公

共领域”。对同一主题的共同兴趣，使共享成为可能。知识被摘录、消化、演绎和再生产，大有“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网络日记”的书写、发布、分享，使青少年有了发泄欲望、表达情感、调节心态、展示才华的一

个空间，虽说其中的内容鱼龙混杂，但快感来自沟通的顺畅。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网民畅游期间，交流变

得非常便捷，孤独也好像变得容易排遣了。在那里同情者很多，同道也不少，文化价值观、创造观念、

社会参与理想、行为选择等等都可得到最大的认同和最强烈的共鸣。 

网友“一夜情”满足了某些人对浪漫的想象和对冒险的尝试。由于现实令人失望，加之生活的挤

压、无趣和空虚，寻求刺激、渴望自由便构成了网友“一夜情”的心理诉求。然而企图在网友“一夜

情”中寻找灵魂的突围点，肯定是要跌入更深的失望的。一时之迷的麻醉醒来后只剩伤痛，而伤痛之害

不正是我们要竭力避之的吗？性的开放不等于性的解放，开放是扩大了选择的余地，解放则为更加遵从

人性的原则。当二者混为一谈时，失控、错位、迷乱在所难免。“情”又岂可拿来“一次性消费”？网

友“一夜情”带来的弊端毋庸置疑，它给当事人的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在短期内是无法弥补的，它的伦

理压力和对社会、家庭的破坏力都是不可小视的。 

 短信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正以其自身的独特魅力号称“第五媒体”。短信是比电话更加含蓄的

沟通方式，它不带强迫性，给人更多的自由和思考的空间。手机短信息发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互联网

向手机发送；二是手机之间互发。“短信写手”大都是年轻人，他们用想象力和创造力来制造快乐，在

文字、图片、铃声后面神秘地操纵快乐。短信中，人们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说着矫情的话。恶作剧有

之，幽默、温馨亦有之。一切的一切都与日常生活的世界有别，似乎这也成了快乐之源。当把一段可能

意味无穷也可能纯属无聊的信息发到他人的手机上，一次“心理体操”也就完成了。“短信文化”有人

认为它在骨子里是一种休闲文化，是一种“民间语文”。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但难题是谁来监督、管理那些短信中的文字垃圾？如果对低俗、卑劣、陷阱、不道德及种种扭曲人

性的短信语言视而不见，势必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会误导青少年对“快乐”的理解。 

 

区间三：被尴尬笼罩的激情 

 

“少儿读经”是不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可以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传统理念与现代

教育相遇时，总也免不了面面相觑的尴尬。被尴尬笼罩的激情如风行水上，时而劲吹，时而轻拂。在卡

通扮作“成人童话”时，少儿却被呼吁“读经”，这本身就多少带点反讽的意味。事实上，任何一种价

值论述都离不开特殊的文化背景，离不开特定的生活、社会形态。故而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重视文

化的传承是有必要的，体现在“经”中的“常理”、“常道”我们已丢失了太久了。开掘传统经典中的

积极意义，以起到整合社会、认同文化、延续民族之脉的作用，是我们应付出的努力。 

《Q版语文》的出版和畅销是极具喜剧性的，由于篡改了经典，它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震动。《Q

版语文》是以另类、“无厘头”式的戏谑编撰出的一种语文“教材”，它采用当前流行的网络时尚语

言，以幽默、风趣、荒诞及颠覆的风格与传统的教材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把“神” 降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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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英雄” 还原成“普通人”，在娱乐中戏说，在趣味里放松。《Q版语文》一方面迎合了青少年潜在

的叛逆激情，另一方面这激情确实需要避免被商业文化所利用，需要剔除商业文化中审美的低俗和价值

的蒙蔽。对于当今生活本身，青少年很少会去理智地思考，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进行体验

和感觉，他们的生活观念随着生活方式一起旋转变化着，内在的那份难以名状的迷惘也天然地生长着，

并将继续缠绕着青少年的文化创造进程。 

我们说永恒的是文化的多元性，青少年文化在与多种文化的频繁接触中，同样会趋于多样。青少年

文化有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若一味地贬抑也就等于抹杀其对青少年精神生活建构所起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人应该过自己内心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望，社会要做的是如何更多地提供实现

这一愿望的现实基础。青少年的苦闷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人生的“预期”与现实的冲突，那么将被遮

蔽的敞开、启明决非没有意义。因而保护青少年的生命冲力与对青少年文化话语的理性关照皆不可或

缺。 

同样，青少年文化在其展演（performance）的过程中，我们的青少年研究如何向青少年的本质靠

近、回归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至此，对青少年文化现象作清晰的阐释与有力的确证，似乎还待有于时间的推移。以上概括性的解

读是否能够被认可，一时也有些恍惚。青少年文化自身的引力与驱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又会给我们怎样

的问题和悬疑呢？但丁言：“我们并不休息，我们一步一步向上走……直走到我从一个圆洞望见了天上

美丽的东西；我们就从那里出去，再看见那灿烂的群星。”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理想是多元文化和谐并

存，各得其所，各有所归，以分明的层次来满足多阶层的需求。无论大众文化与市场怎样合谋翻云覆

雨，青少年文化都能以勃勃生机的姿态积极健康、馥郁缤纷地发展是我们翘首以待的。为趋近这一目

标，我们不仅需要灵感，还需要建设，需要找到文化的生长点：因为时尚和文明不是一回事，时尚在事

物的表层，文明扎根于精神的厚土；因为一代青少年的文化理想就是一个民族未来文化的容颜；也因为

逃离或落网只不过是青少年文化的某个驿站的呈现。 

 

陈亮：浙江省团校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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