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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新的符号世界。媒体和消费已经深刻地影响着青年人

的思想和行为。” [7]青年群体将人生价值赋予在物的外在

存在，以拥有物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意义的外在根据，生

存本质和内在意义所呈现的物质化和外在化，最终导致青

年群体陷入价值追求的虚无与人生意义的失落。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就从经济活动的事实出

发，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8]

当现实的价值追求无法得到满足时，青年群体转而放弃向

上流动的挣扎，希冀在网络虚拟环境通过佛系、躺平、内

卷等亚文化实践，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否定自身存在与现

实努力，充分表达了青年群体对于现代社会压力的软性对

抗。价值维度的虚无与消解是网络青年亚文化广泛流行的

内在张力，集体狂欢的背后，隐喻着青年群体价值虚无的

精神异化。

治理：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多元建构

深入透视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生成逻辑，有利于精准把

脉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话语特征和价值体系，以期正向建构

青年群体的价值理念，科学治理网络青年亚文化，深化网

络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效果。网络青年亚文化对于青

年群体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与感染力，存在一定的潜在社会

风险，但同时又与主流意识形态交叉互融，可从嵌入、拓

展、引领三个维度进行多元建构，通过把握网络青年亚文

化的精神内核，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主动嵌入其中，以此不

断消解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文化壁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传播形态与话语方式，以实现增强

主流意识形态感染力、深化价值认同的现实目的。

1、嵌入——消解网络青年亚文化壁垒

不可否认，网络青年亚文化存在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

建设的消极性，但同样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性，其对于青年

群体的影响实际上多元交融、错综复杂。网络青年亚文化

“模糊了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僵硬的边界，软化了两者的

互相排斥和敌视，也拓展和丰富了社会总体文化，从而起

到一种文化平衡的作用”。[9]这种平衡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教

育理念相得益彰，主流意识形态如能积极嵌入网络青年亚

文化，借助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传播覆盖面和话语影响力，

将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有效增量。网络青年亚

文化多以趣缘为导向，不同的文化圈层各自拥有独立的话

语体系和内部规范，促使其以独特的文化标识区隔于主流

文 化 。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嵌 入 网 络 青 年 亚 文 化 ， 应 以 情 感 认

同、行为实践、价值引导为共识性基础，在充分认同与尊

重的前提下，给予青年群体更多内在的情感疏导，以一种

包容、发展的思维方式，主动肯定网络青年亚文化当中顺

应主流意识形态的部分，打破“主流”“非主流”两者之

间的二元壁垒，消解两者融合的阻力，在弱化网络青年亚

文化消极意蕴的同时，积极构建主流话语与青年话语多元

互动协商的情感共鸣。针对不同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类型采

取不同的协调治理范式，不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青

年亚文化的交集与互渗。

2、拓展——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感染力

网 络 青 年 亚 文 化 究 其 本 质 是 青 年 群 体 渴 望 自 我 、 表

达自我的一种文化输出，主流意识形态除主动嵌入网络青

年亚文化之外，同时要深入研究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精神内

核，在全方位理解青年群体情感与精神追求的基础上，积

极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形态与话语方式。在拓展策略

层面，选择以青年乐于接受的方式创新传播形态，将主流

意识形态与网言网语深入结合，以青年之声、青年之符号

感召青年，例如采用图文动漫、短视频以及说唱等形态，

将内容结构由单一文本叙事转为多元媒介叙事，能够极大

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青年群体中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当

然，拓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网络青年亚文化符号的简单

借用层面，更要主动“下沉下潜”，将家国情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真正转化为契合青年群体情感诉求的

文化产品，即要在充分满足青年群体自我需求的基础上与

之展开平等对话，而不是一味地开展主流文化宣传，再次将

宏观价值引导与青年群体内在的情感诉求割裂开来，如此将

适得其反，进一步引发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触。

3、引领——深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网络青年亚文化对于青年群体的价值观起着形塑的建

构作用，通过进一步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青年亚文化

共嵌融合发展，一方面，着重发挥网络青年亚文化在价值

观建构、凝聚和感召等维度的影响力，以网络青年亚文化

反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促进主流意识形态打破固有的

优势思维，转而深刻关注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中所折射出

的青年群体的内在诉求和成长需求，正视网络青年亚文化

的社会存在，并努力通过多种方式缓解青年群体的现实压

力，为青年群体建立自我身份认同提供多样的文化选择，

使青年群体真正从外在需求与精神诉求上得到压力的宣泄

与情感的释放，不断规避虚无主义对青年群体价值观的侵

蚀；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引导青年群体建构积极向上的

价值观，促使网络青年亚文化始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

逻辑下不断发展，逐渐弱化消极亚文化对于青年群体的影

响，以创造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多元文化并存的网络

舆论空间，最终完成网络青年亚文化由抵抗到收编的价值

转换，深化青年群体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结　语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网络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特

殊而又重要的文化形态，对其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与冲

突。关于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青年研究

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热点和焦点。作为一种重要而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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