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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 “丧文化”是青年亚文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虽然 “丧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

但仍然可能会导致大学生滋生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出现政治信仰迷茫问题、助长消极颓废的社会心理等问题。

针对大学生 “丧文化”现象，要切实满足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需求，为大学生创造合理的宣泄渠道，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并给予大学生以人文关怀，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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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丧文化”并非是一个纯粹思辨的抽象概

念，其产生、发展是时代的映射，也是包括大

学生在内的青年群体的情感表达和情绪宣泄的

文化形态。近年来，随着表情包、网络动图以

及相关题材的影视兴起，“丧文化”日益成为大

学生追捧的对象。毋庸置疑，大学生对 “丧文

化”的创作与传播，可以增强大学生的创新意

识、激发大学生的创造活力，亦可以让大学生

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在广泛的群己互动中获取情

感共鸣。同时应当看到的是，“丧文化”消极颓

废、安于现状甚至有些抑郁倾向的特征也会对

大学生的心理、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消

极影响。因而，我们应当对大学生 “丧文化”

的文化表征、现实基础、负面影响以及应对策

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有的放矢地对大学生进

行教育引导，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熟

和成才。

一、大学生 “丧文化”的文化表征

以颓废、绝望、悲观为基本风格，以拼贴、

挪用、重构为表达方式，以隐喻、反叛、抵抗

为主要特征，构成了大学生 “丧文化”的文化

表征。

（一）以颓废、绝望、悲观为基本风格

大学生 “丧文化”以消极、被动、不安、

颓废等为主要基调。从字面意义看，“丧”本身

就有着消极的色彩。“丧”有着失去、丢弃等含

义，如 “丧失” “沮丧”等；或指与死亡有关

的人或事物，如 “丧钟” “丧葬”等。 “丧文

化”以 “丧”为定语，是人内心情感态度的表

达。具有普遍性的矛盾贯穿了事物发展的始终，

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性质的矛盾，即

便是生活压力相对较小、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

生亦不例外。如，刚入学的大学生可能会对大

学的生活节奏、集体居住的方式、相对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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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感到不适应；在与老师、同学、尤其

是室友的相处中可能会产生摩擦，甚至出现恶

语相向、大打出手、网络暴力等极端言论和行

为；部分大学生对于自身的定位不够清晰，对

于人生信仰、职业目标、未来规划等缺乏科学

认识，从而产生迷茫、消极、悲观等心理状态。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大学生可能会产生

抑郁情绪、自杀倾向等问题。在不尽人意的境

遇中自嘲、反讽和调侃，大学生 “丧文化”应

运而生，映射了一部分大学生的内心世界，颓

废、失望、悲观等消极色彩成为了 “丧文化”

的重要特征。

（二）以拼贴、挪用、重构为表达方式

大学生 “丧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

次生文化形态，其表达方式也是别具一格的。

其形成、发展与嬗变，显示出了以拼贴、挪用

和重构为表达方式的特征。大学生 “丧文化”

依托各种有具体实物形态 （如墙帖、玩偶、文

化用品等）或不具有实物形态 （如手机壁纸、

表情包、网络动图）等各种载体进行传播。“丧

文化”的表达借助了一定文化产品的基础，在

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浇筑、挪用，并赋予其

新的内涵，形成具有 “丧文化”色彩和特征的

文化新形态，并隐喻了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心

理。“丧文化”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网

络流行语、心灵鸡汤、网络动态、网络动图、

社会热点事件等进行重新定义，使其具有新的

含义，而新的含义甚至与其原有含义大相径庭。

这种 “嫁接式”的表达方式，让大学生等青年

群体接受程度更高，而其赋予的崭新含义迎合

了大学生猎奇、求异的心理。比如， “你喝鸡

汤，是因为鸡肉被别人吃了”“万事开头难，然

后中间难，最后结尾难” “等我们忙完这一阵，

就可以接着忙下一阵了”等诸如此类的 “丧语

录”，对原有的 “鸡汤格言”进行了重构，改

变了其原有含义进行表达。一言蔽之，大学生

“丧文化”的表达方式主要借助于对其他事物的

拼贴和挪用，通过重构这些事物原有的含义进

行表达。

（三）以隐喻、反叛、抵抗为主要特征

“丧文化”的诞生代表了创造者、传播者、

认同者的某种利益诉求。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

化符号，在 “丧文化”背后体现出的是一种反

叛性和抵抗性。大学生作为思维活跃、充满朝

气的社会群体，对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程度总

是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解和体验。我国社会正处

于转型期，大学生的生活状态、职业规划、未

来走向、人生境遇、利益诉求也随着社会的变

化而发生改变，其社会心理与社会心态也在不

断发生着变化。“丧文化”经由互联网平台的

快速传播，被大学生所广泛使用，映射了大学

生的内心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丧文化”不

是直接地表达自我诉求，而是隐喻、暗喻、反

讽地表达着自身的反抗和抵抗情绪，许多大学

生在 “丧文化”的创作和传播中释放着自身的

焦虑。“丧文化”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年群

体减轻心理压力、寻求情感共鸣的产物。譬

如， “马男波杰克”所揭示的人生 “丧”哲

学、“悲伤蛙”的夸张表情配上抑郁颓废的文

字等，其所表达出的精神实质是带有隐喻、反

叛与抵抗的色彩，这是 “丧文化”表现出的重

要文化表征。

二、大学生“丧文化”兴起的现实基础

大学生 “丧文化”的产生、传播与流行，

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其中，我国社会转型期

矛盾凸显、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传媒技术的

飞速发展以及大学生寻求情绪宣泄的诉求都是

大学生 “丧文化”兴起的现实基础。

（一）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是现实土壤

“型”最初的含义是指制造某种或某些器具

时所使用的模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型”又被

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含义。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

形态中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或过程就是转型期。

社会的转型往往是以经济作为起始点，同时也

包括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层面。

有学者指出：“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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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社会主体、利益需求、思想文化、社会矛

盾多元化”等问题。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

期中，大学生也会受到社会转型的影响，可能

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理想与现实不相匹配的错

位问题，这是大学生 “丧文化”产生的重要现

实成因。大学生 “丧文化”由于受到我国社会

转型这一宏观环境的影响，也有着独特的表达

方式。比如，经典的 “葛优瘫” “悲伤蛙”等

文化符号标识，其背后反映了精神萎靡、悲观

厌世、安于现状的社会心理与社会心态，而这

些 “丧文化”的产生都以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为

现实条件。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是思想条件

后现代主义思潮最初在西方兴起，后传入

我国，为大学生 “丧文化”的兴起提供了重要

的思想条件。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文化

的国界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生

态等各方面谋求全球合作而变得更加模糊，不

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更深入的交流和碰

撞。这样的文化交流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容，

大学生所接触到的文化也更加多元化。值得注

意的是，文化交流让人们在扩展视野、增长见

识的同时，也会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侵蚀，

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

倾向。大学生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本就有着表

达自身、展示自我的心理欲求。大学生等其他

青年群体将原始的影视剧、文字等借用技术手

段进行重构，这是 “丧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派生出了各种

“丧文化”的文化产品，如恶搞 Ｔ恤衫、公仔、
背包、手机壳、食物和饮品等，“丧文化”传播

的形式更加多元，传播半径亦得到了拉长。而

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会加重大学生焦虑、抑郁、

颓废的心理，会对传统的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冲击。

（三）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是重要动因

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传播媒介

的时空局限，有效联通了各个网络主体，让人

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的交融

性和连通性进一步加深。在网络信息技术急速

发展并得到了广泛使用的当代社会，大学生群

体更倾向于在网络空间中寻求精神依托、满足

娱乐需求，这也为大学生 “丧文化”的产生和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传播条件。“丧文化”在网络

虚拟的空间内得以传播，大学生被酷炫的表情

包、另类的语录和简洁的符号表达所吸引，主

动转发和传播，大学生 “丧文化”可以在短时

间内得到迅速传播，而这种 “病毒式”的传播

模式让接受和认同 “丧文化”的大学生数量激

增。可以看出，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大

学生 “丧文化”的传播增加了驱动。得益于现

代传媒技术的日益成熟、广泛应用与日趋完善，

大学生 “丧文化”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

更广，影响到的大学生数量也十分庞大，对大

学生的影响也更加深入。

（四）大学生的情绪宣泄是心理成因

大学生 “丧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

形态，背后反映的是大学生的集体性焦虑。大

学生虽然有着较为充裕的时间和相对较小的生

活压力，但是以学业为主的他们在社会宏观环

境的影响下，长时间将学习成绩作为衡量自身

与他人价值大小的标准。而由于大学生社会身

份的特殊性，除了学业进展，人际关系、职业

规划以及婚恋等问题也是绝大多数大学生要面

对的，是大学生群体的 “隐痛”。在可能不尽人

意的现实情况中，大学生易产生心理波动，必

然需要情绪宣泄的渠道。“你不努力一把，永远

不知道自己能把事情搞砸” “你每天都那么努

力，忍受了那么多的寂寞和痛苦，可我也没见

你有多优秀”等此类调侃和嘲讽，实际映射的

是大学生在学业、人际、个人发展等方面的焦

虑。部分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低下，需要情绪宣

泄和情感表达的渠道。而大学生在群己互动中

能够获得情绪宣泄和情感认同，尤其是在 “丧

文化”的创造和传播的过程中，大学生以充斥

着颓废感、无力感的 “丧文化”的符号表达着

内心的消极情绪，以亚文化的样态表露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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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处境遇的不满与无奈。由此观之，寻求情

绪宣泄是大学生 “丧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大学生 “丧文化”的负影响分析

“丧文化”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

在易滋生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动摇社会主流

价值观以及助长消极颓废的心理状态等方面。

（一）滋生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

虽然大学生以 “丧文化”的方式进行了情

绪宣泄，心理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排解与释

放，然而 “丧文化”所具有的抑郁基调和颓废

色彩可能对大学生的人生态度产生影响。大学

生在 “丧文化”中扮演着制造者、传播者和享

用者的角色，参与 “丧文化”的创造、传播、

分享都是大学生的自发行为。“丧文化”表达了

孤独、绝望、悲观甚至抑郁的情绪，以一种潜

移默化的方式对大学生产生影响，这种间接、

隐蔽、潜隐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大学生滋生悲观

厌世的人生态度，这与大学生本该确立的积极

健康、勤恳务实、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相去甚

远。虽然 “丧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并非全部

都是消极性质的，但在 “丧文化”长期的影响

下，无论是否出于大学生本人的意愿， “丧文

化”依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态

度甚至行为举止。长此以往，大学生积极向上

的人生观可能会受到 “丧文化”的影响，社会

生活的正向体验下降，助长了大学生可能产生

的精神荒芜和空虚的状态，进而容易导致大学

生产生悲观、绝望甚至厌世的人生态度。

（二）出现政治信仰迷茫问题

政治信仰的坚定与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

素养高低的重要体现，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就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必然要求大学生树

立坚定的政治信仰，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与

主流价值观相背离的社会思潮做坚决斗争。大

学生 “丧文化”的内容可能会涉及到不良信息，

对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容易导致部分大学生

出现政治信仰的迷茫问题。大学生作为优秀的

青年群体，肩负着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责任，

其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理解度、认同度和践

行度，政治信仰的正确与否、坚定与否，直接

关系到我国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 “丧

文化”的消极色调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主流价

值观，大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 “丧文化”的影

响，可能会出现政治信仰逐渐迷茫、政治立场

不够坚定、政治原则受到撼动等问题。

（三）助长消极颓废的心理状态

“丧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消极基调、不断发

展的传播媒介、大学生出于社交需求和猎奇心

理导致的分享行为等都为 “丧文化”的传播提

供了条件，这也可能助长大学生消极颓废的心

理状态，部分大学生可能产生精神空虚、前途

迷茫、孤独无助的情绪。“丧文化”的抑郁基调

可能会导致大学生滋生消极情绪，消蚀大学生

的自主与自尊，让大学生更加缺乏心灵的归属

和情感的依托，致使部分大学生消极颓废、悲

观失望的心理状态进一步加深。譬如，“比你优

秀的人还比你努力，那你努力还有什么用”“条

条大路通罗马，有人就出生在罗马”“学好数理

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 “丧语录”在很大程

度上否认了后天努力的作用，这类 “丧文化”

更加助长了大学生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可能

导致大学生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助长了其消极

颓废的心理状态。

四、大学生 “丧文化”的对策探讨

有效应对大学生群体中广泛流行的 “丧文

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要切实满足大学生

的利益诉求，为大学生创造合理的宣泄渠道，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给予大学生人文

关怀与心理疏导。

（一）切实满足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需求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成

长成才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定的需求。针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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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丧文化”现象的兴起，要积极为大学生

提供更多的展示自我的平台，满足大学生在成

长成才过程中的需求和期待，增强大学生对社

会的归属感，激发大学生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的创造热情和创造活力。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曾指出的：“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

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要关注大学生

在成长过程中的需要，满足大学生全面发展的

诉求，引导大学生积极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向着既定的目标扬帆奋进，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磨砺和淬炼自身的意

志品质。让大学生在社会的关怀下洞悉未来、

把握未来、赢得未来，引导大学生怀着对国家

的责任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构建我国社会

发展的美好蓝图。

（二）创造大学生情绪宣泄的合理方式

为大学生创造情绪宣泄的合理渠道，就要

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了解大学生在精神上的需求，

引导大学生树立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要引导

大学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指引，

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升自身思想政

治素质，树立阳光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同时，要引导大学生选择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发

泄渠道，如听音乐、跑步、健身、看书、与良

师益友进行交谈、去减压馆放松等给人以收获

和启迪的合理宣泄方式，让大学生形成高雅的

兴趣爱好，在优秀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中找到心

灵依托和情感共鸣。要注重引导大学生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大学生辨

别是非的能力，让大学生有意识地接受正面、

真实、可靠的网络信息，增强自我控制力，在

完善自我、提升自我的同时，有意识地抵制

“丧文化”负面影响。

（三）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广

泛弘扬和有效培育，是应对大学生 “丧文化”

以及其他样态的青年亚文化的必然选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涵盖了国家、社会、公

民三个层面，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的内容，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符合我国人民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道德

观念和奋斗目标，拥有在全社会凝聚共识、集

中智慧、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要增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宣传，“引导青少年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要增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学习、理解、认同和践行，增进大学

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度、认同度、

信仰度。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大学生

的思想共识，最大程度地消除大学生身边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不良信息。要增进大

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同，有效应对大学生 “丧文化”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

（四）有效开展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

针对大学生 “丧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还应当注重对大学生进行贴近需要、贴近心灵

的人文关怀，要增强情感的饱满度和对大学生

生活的关切度，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思想觉悟、

道德水平与文明素养，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意识

和自我认同，增强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避免

大学生在思想上误入歧途。要有效解决大学生

在人生的不同境遇下产生的心理问题，从根源

上尽最大努力杜绝产生 “丧文化”的情绪和心

态。应当注意的是，开展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

也应注重特殊性。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性别、

不同背景大学生的接受能力、思维特点、生活

背景、思想状态、心理特征、学习需求的差异，

把握好不同大学生的 “同中之异”与 “异中之

同”，切实给予大学生以情感温暖。要循序渐

进、循循善诱，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教育和管

理。可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在保证大学生隐

私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每一位

大学生的思想轨迹以及思想转变背后的深层次

动因，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科学有效的人

文关怀。对于大学生在生活中存在的各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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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理问题，应当给予及时的心理沟通，最大

程度地引导大学生，促使大学生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减小甚至避免大学生 “丧文化”所产

生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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