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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网络审美“异化”的文化表征、成因与对策*

罗    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摘 要]审美作为一种深刻的认识论工具，能揭示当代青年在“异化”网络审美表征与审美乱象中

所体现的精神困境与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当前，网络作为当代青年审美倾向与文化趣味的重

要场域，已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交流与交锋的关键平台，深刻反映青年在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相

互渗透、交织影响的社交生态中，其真实的生活样态与精神风貌的多元化与复杂性。青年群体

通过猎奇与窥视的行为，满足从个人隐私窥探到公共舆论参与的感官快感；通过游戏与娱乐的

沉溺，实现对现实压力与困境的逃避；通过依赖与依恋的情感投射，痴迷于狂欢式的想象，导

致主体性的消解与模糊；通过抗争与批判的审美表达，强调自我意识与文化诉求。这幅网络审

美“异化”的文化景观背后的成因复杂：视觉规训下注意力失焦的审美价值位移、数字资本支

配下时间驯化的审美意识屈从、网络生产—消费竞速下的审美品格降低。对此，从四个方面入

手，以消解青年网络审美的“异化”：一是回应并激活青年的主体觉醒，满足其深层次的精神

需求；二是拒绝以理想化代偿现实困境，激励青年通过实际行动与奋斗实现自我价值；三是

平衡社会评价体系，肯定青年的积极价值与贡献；四是重视青年的精神存在，推动青年精神建

设，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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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是人类理解事物的一种特殊形式，是

观照社会现实与人类关系的文化举隅。青年网

络审美指青年在网络实践中一切活动的审美体

验及所有网络审美活动。网络审美承载了当代

青年的审美偏好与文化意趣，构建一幅颠覆现

实的“异化”审美景观，映射出当代青年在公

共化和私人化杂糅交织的社交环境中真实的生

活状态与精神面貌。数字技术生产力的崛起强

烈影响着公共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感性情绪

肆意挑战社会秩序、资本力量牵制影响话语格

局，在这些因素的叠加赋势下，青年网络审美正

处于一种宣扬个性与随波逐流、追求真实与刻

意伪装、逃避现实与拒绝浪漫的“异化”形态。

对此，笔者认为要主动回归与正视青年的生存

困境与审美乱象的根源，挖掘与梳理出其行为

表征与形成动因，再激活审美之力引导、治理、

改造青年网络审美“异化”。

一、青年网络审美“异化”的
文化表征

青年网络审美“异化”的文化表征是互联



第1期 青年网络审美“异化”的文化表征、成因与对策 ·117·

网时代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网络消费文化、

技术迭代、以及多元文化的传播，共同催生青年

审美对象、审美方式、审美观念等异化。

（一）猎奇与窥视：满足从个人隐私到公共

舆论的感官快感

好奇本能作为人类固有的心理机制，驱动

着个体对周遭环境变迁产生即时的关注与深入

的探索冲动。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猎奇心理，则

进一步表现为一种积极且迫切地寻求新奇、异

于常态事物的行为倾向。当代社会伴随着技术

革新与信息爆炸，新奇事物层出不穷，显著地激

发了青年群体的猎奇欲望，其兴趣焦点逐渐偏

移至对个人隐私及私密事件的窥探，尤其是聚

焦于明星、网红等公众人物的私人情感世界。这

一现象促使“个体隐私的公共异化”成为公共

话语空间中的显著特征，并催生出一种依托“名

人隐私”与“视觉资料”公开展示的新型文化产

业，其通过直观而强烈的感官刺激，诱使大众

进行重复性消费，其中青年群体更是作为核心

消费群体与趋势引领者，展现出对他人隐私的

极度好奇与窥视热情，从中获取源自“私密泄

露”的视觉快感与心理满足，持续追逐“私事公

议”所营造的异态消费体验，既满足原始审美

趣味的探索，也享受着持续新鲜感带来的心理

刺激，深刻反映数字时代下个人隐私界限模糊

化以及公众消费心理的新变化。

在审美的判断中，相关的再现只与主体和

主体在自身所体会到的快感有关，美的判断调

动认知，认知作为指数的判断活动才是快感直

觉的来源。[1](P136-137)凯文·凯利认为，20世纪的

图表是原子，21世纪的象征是“充满活力的网

络”。[2](P38)网络充满惊喜，也充满挑战。猎奇审

美，作为一种根植于感官体验的审美范式，其构

建往往依托于视觉刺激与感官欲望的交织，却

往往忽视了精神性审美维度的构建，呈现出一

种浅表化与碎片化的特征。窥视行为，则进一

步明确了猎奇审美的靶向，即对他者隐私的无

尽探索，这一过程将个人隐私与“公共曝光”的

极端对比转化为一种极致的快感体验，满足了

个体深层的、乃至病态的审美需求，无形中激

发并强化“人性幽暗面”的审美偏好。心理学家

苏小波认为，窥探他人隐私是人格尚未成熟的

一种体现。直播生态的复杂问题折射出了消费

市场审美失格下青年个体主体性的社会失格，

反映了无限窥私与保护隐私的双重矛盾。直播

生态镜像不仅映射出消费市场在审美取向上的

偏离正轨，更凸显青年个体在主体性构建上的

社会失格现象，即个体在享受无限窥私快感的

同时，却未能充分意识到隐私保护的重要性与

必要性，从而陷入了窥私欲望与隐私尊重的双

重矛盾之中，这一困境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在

数字伦理与个人边界界定上的严峻挑战。

（二）游戏与娱乐：沉溺舒适虚拟空间的现

实逃避 

人类文明的源头离不开游戏与娱乐。桑塔

耶纳在《美感》一书中这样阐释游戏与娱乐对

于人类生活的重要价值，“在日常工作完毕之

后，我们去寻乐是很自然的；我们娱乐的自由自

在，正是娱乐的最根本因素”。[3](P16-19)桑塔耶纳

指出了娱乐的自然合理性，并强调了娱乐的身体

自由与精神自由。“自然”即游戏与娱乐的地位

合法性，“自由”即功能指认与价值存在。赫伊

津哈认为游戏是一种复杂的活动与意识，[4](P37)

一种比较复杂和高级的娱乐方式。可以看出，游

戏与娱乐的本意不仅是愉悦身心、减缓疲劳的

排解方式，更是为了追逐美好的生活体验与诗

意的审美情趣，激发本真且丰富的生命质感。

在数字 化浪潮的强劲推动与资本力量的

深度渗透下，现代社会的游戏与娱乐领域展现

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与深邃复杂的内

容维度，其间不乏对既有价值体系如“自然”与

“自由”边界的越界探索与重构尝试，导致价

值秩序的微妙失衡与重新排列。这一背景下，当

代青年群体对游戏与娱乐的热爱达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他们沉浸于虚拟世界，追求更为极致

的感官体验与情感共鸣，这一过程不仅模糊了

真实与虚拟的界限，诱发了认知上的混淆与偏

差，更在持续的互动与实践中，不自觉地采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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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游戏内在的逻辑框架，形成了一种习惯

性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为了营造差异化的情感

体验，游戏与娱乐的叙事策略往往刻意偏离现

实逻辑与审美规范，转而拥抱荒诞不经、无序

破碎的美学表达，如动画作品《马男波杰克》，

以其魔幻又真实的叙事风格重塑观众的认知边

界。青年群体借此将现实生活中难以言说的虚

无、孤独、焦虑与挫败情绪，转化为虚拟空间中

的肆意挥洒与情感释放，在虚拟空间中编织个

人的英雄梦想与理想生活，实现了对现实困境

的一种另类逃避。

（三）依赖与依恋：痴迷狂欢想象的主体性

消解

个体的想象是个性化思维的展现，而群体

的想象则汇聚成一场盛大的狂欢。媒介平台与

数字技术缝合了个体想象，织造了似乎能够承

载与容纳所有人理想的“乌托邦”，在浪漫温暖

的美梦中麻痹个体的主体意识。现实重压与远

大理想的冲突与困局让青年更愿意沉溺于自我

想象，在狂欢的想象中放弃抵抗，主动拥抱与

沉溺于虚幻的网络审美体验之中，成为霍克海

默和阿多诺笔下的“自愿的奴隶”，将自己的情

感情绪全部寄托在与他者共造的美梦之中。依

赖与依恋是个体情感依附的体现，青年过度痴

迷于集体共筑的狂欢想象之中，为满足自我情

感情绪所求，主动让渡了自我的主体意识，视想

象主体为自我主体，用德国学者弗兰克·施尔玛

赫的话说，就是有一种“被吞噬”的感觉。[5](P6)

在这场由狂 欢想象构筑的网络审美盛宴

中，青年作为实践主体，往往以被动卷入之姿，

遵循既定逻辑与规约行事，审美活动的自主性

被其内在逻辑所替代，导致主体性悄然消解。

巴迪欧认为，在现代社会 青年 有两个内在敌

人，一个是寻求物质扩张，一个权位嵌入的资

本逻辑。[6](P34)狂欢想象以其奢华的物质符号与

无上的权力幻象，暂时性地填补了青年在现实

生活中的物质与精神饥渴，实则如同“饮鸩止

渴”，加剧了他们对虚幻世界的依赖与沉溺。长

此以往，青年渐渐主动放弃高层次的审美思辨，

转而沉溺于低俗浅薄的即时欢愉之中，将主体

权力拱手让予资本的操控与物欲的支配。这一

过程不仅是主体性的让渡，更是自我本质的逐

步侵蚀与替代，个体在资本的规训与物欲的吞

噬下，最终面临“自我”的全面消解与异化。

（四）抗争、批判与颠覆：强调自我意识的

文化诉求

互联网的深度数字化变革，已经催生出一

种全新的生存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是时代变迁

的深刻印记，更是对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提出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7]自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文

化作为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历

程与社会发展的脉动紧密相连，展现出一种对

主流价值体系的独特审视与重构力量。青年群

体借助“戏谑、解构、抗争、批判、颠覆”等艺

术手法与文化策略，于网络审美场域中构建起

独树一帜的文化景观，不仅彰显了青年自我意

识的觉醒与价值诉求的彰显，更预示着文化生

产与传播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数字社会的深度

发展让青年逆反从实体空间的线下行动，转向

网络空间的吐槽、戏谑、批判与恶搞等情感与

思想的表达与宣泄。这一转变实际上青年群体

在传统教育与多元思潮交织影响下，基于复杂

社会现实与年龄阶段特征的成长轨迹体现。青

年不仅形成独立的自我认知，更锤炼出应对复

杂社会环境的能力，实现自我意识的深化与升

华。但在商业资本的深度操控下，青年在网络审

美中对于“自我”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商品

化、标签化。

斯图亚特·霍尔提出解码编码理论，其中的

对抗式解读认为解码完全是对编码意图的批

判和抵制，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是完全不同的意

义。抗争是目的，批判是内容。青年群体通过抗

争、批判的解构—重构策略，在多元审美文化

的传播与创造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一过程深

刻映射发展进程中个体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在

探索个体诉求与权力结构的互动关系中，自我

意识被视为青年抗争的起点与面对社会“庞然

大物”时勇气的源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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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利用网络审美消费作为心理慰藉的同时，

实则也在无形中消弭自身的热情与勇气。在虚

拟空间的庇护下，青年尽情寄托情感、释放压

力、凸显自我意识，以此作为排解现实社会挫败

感、孤独感与无力感的有效途径。[8]这种虚拟与

现实之间的割裂现象日益显著，青年在现实世

界中往往采取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疏离态度，

表现为“万事万物与我无关”的淡漠，以及“社

恐”“躺平”“摆烂”等心态的盛行。

二、青年网络审美“异化”的
形成原因

青年网络审美“异化”的形成原因，根植于

多方面因素的交织影响：一是视觉规训下，青年

注意力失焦；二是数字资本支配下，时间被人为

加速、碎片化；三是网络生产—消费竞速下的自

娱自乐。

（一）审美价值位移：视觉规训下的注意力

失焦

近年来，在视觉化背景下图像成为媒介传

播的主要呈现方式，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转

型时期独特的审美景观。周宪指出“视觉因素

一跃成为当代文化的核心要素，成为创造、表

征和传递意义的重要手段”。[9](P78)整个社会的

生产与实践已逐渐围绕视觉所展开，审美实践

也不例外，米歇尔将这种视觉性的文化逻辑称

之为“图像转向”，[10](P37)即恐惧却愿臣服的“致

命吸引”。新的数字生产技术制造了多元独特

的“视觉景观”，并深深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图像逐渐取代文字占据文化公共领域的主导地

位。“图像转向”以审美景观笼络，建立以“流

量至上”与“算法为王”的认知尺度与价值秩

序，构建从主体认知到行为支配的网络审美逻

辑。[11]人的一切思维活动认识都需要物质载体

外化，文字是思维对象化、物质化的重要方式，

文字审美能提升思维精确度。文字审美是一种

注意力集中的审美活动。过去文字的严谨搭配

与规定组合限制了青年文化的发展，而图像更

大程度地呈现对现实社会的另类表达。青年群

体对图像符号的亲近与认同，彰显他们不同的

价值观与生活美学追求。图像转向不仅深刻塑

造青年的感官审美体验，还显著影响其对审美

文化内涵的实际需求与期待，体现青年文化在

数字化时代下的独特演进路径。

数字化的不断推进催 生出海量的图像文

本。视觉媒介与数字媒介将图像生产打造成物

质生产与消费的文化法则，挤压文化审美的生

存空间，凸显了图像符号的表意功能。图像作为

一种“注意力经济”走向“影响力经济”的符号

中介，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市场竞争要素。[12]图

像所构建的视觉景观已全面渗透并环绕着个体

的生活空间，人们成为“观看”与“被观看”的

个体。人类在创造文本，文本也在塑造人类。

图像文本以多种方式令青年上瘾，剥夺其注意

力，内容浅显消解注意力的深度，类型复杂分

散专注力、短频快捷的切换随时引起注意力中

断。[13]跳跃性、表现力、空泛化的图像文本以浅

白直观的符号引起感官愉悦，但却无法达到文

字审美的深远含蓄、隽永回味。但不得不承认

的是，在数字媒介赋能下，图像所能引起的感官

快感与感官体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

青年而言，难以抗拒由资本与欲望交织构建的

虚拟狂欢盛宴，不自觉地屈从于“娱乐化”的本

能需求，不停在视觉刺激中钝化个体的思维能

力，审美价值也在算法与流量合谋的“视觉遮

蔽”中出走。

（二）审美意识屈从：数字资本支配下的时

间驯化

数字资本作为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资本化

与价值增值的产物，其核心体现为数据要素的

具体实现形式，本质上构建了一种依托数字技

术实现价值增殖的剥削性经济关系与社会权力

架构。[14]在此框架下，时间的利用与增值成为

人类活动积极性的关键度量，不仅界定生命维

度，更拓展了个体发展的无限可能。相较于传统

资本对既定时间法则的遵循与利用，数字资本

深刻重塑了时间结构与模式，通过隐秘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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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与消费引导策略，以“伪政治理性”与“技

术自然化”之名，对时间进行精细化分割与重

构，迫使时间从自主流动转向被数字逻辑所驾

驭。这一过程，虽展现了人类利用技术干预自然

进程的能动性，却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时间的

异化现象——时间被人为加速、碎片化，以及注

意力资源的被掠夺，最终映射为人类精神世界

的焦虑、成瘾行为及认知能力的分散化。这一

系列异化现象，实则是人类自我意识在数字资

本强权下的驯化与妥协，是主体对时间掌控权

丧失后的无奈反应，预示着在技术进步的表象

下，人类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存

在状态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挑战。最终，这

种变革的代价，往往涉及人类自身福祉的牺牲，

揭示了技术发展与人类自我完善之间复杂而微

妙的平衡难题。

“时间作为权力的隐喻，贯穿于所有文化

形态的时间观念之中，其核心在于对时间体系

的掌握、象征的诠释及解释权的垄断，直接决

定了社会生活的运作模式。” [15](P120)在数字资

本的主导下，社会结构被数字化重构，进而操

控了时间体系的运行逻辑，通过数字手段重新

编排时间形态与结构，塑造了全新的时间秩序，

引导着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然而，在这一新时

间尺度的交织下，青年群体展现出独特的应对

策略，他们巧妙地在“顺时”“顺应”与“逆时”

抵抗之间游走，通过自我锚定来维持个性化的

时间节奏，构建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生活叙

事，试图突破数字资本与技术编织的牢笼，建

立属于自己的时间信仰体系。霍克海默提出“人

以技术理性赢得的胜利常常以人本身的异化为

代价”，[16](P23)这一点在当代青年身上体现得也

很明显。尽管青年看似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与

独立宣言，努力挣脱数字资本的束缚，但实质

上，他们依然置身于由数字资本精心构筑的“迷

宫”之中。青年们所追求的“张扬独立”，在强

大的社会实践秩序变迁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最

终往往难以完全摆脱数字资本所设定的审美框

架与价值取向，落入既成模式的窠臼。

（三）审美品格降低：网络生产—消费竞速

下的自娱自乐

消费作为现代社会日常实践的基石，其模

式、结构及 对象的演变深刻反作用于生产领

域，促使生产范式、结构及目标的相应转型。青

年群体作为消费与生产的双重主力军，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进程中，面临着日益加

剧的社会竞争，迫使“加速”成为应对生存挑战

的主流策略。这一背景下，生产与消费的无缝切

换构成了现代生活的常态，个体几乎全天候沉

浸于这一循环之中。萨特提出的“单个的普遍”

概 念，深刻揭示个体 在集体意识中的独特 位

置，既作为普遍性的一部分被时代整体化，又

通过个体化的方式重新诠释并融入这一整体，

实现自我再生。[17]( P65)在“自产自消”的文化生

态体系内，每个青年均扮演着独立的生产—消

费单元角色，以满腔热情投入到自我满足导向

的文化内容创造与参与中。青年在反复的消费

实践中，不断将个人认知、审美倾向及生存体验

融入文化产品，通过不断的整合、累积与创新，

最终生产出新的文化内容，丰富并塑造了当代

文化的多元面貌。

但在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加速竞赛中，社会

步入了一个“速度至上”的时代，其中反应、思

维与行动的加速成为身份认同与地位展示的新

标尺。青年群体在这一“加速人生”的循环往

复中，往往牺牲了深度思考、情感温度与坚韧品

质，转而沉迷于一种自我封闭的浅表化审美体

验，自得其乐于狭隘的娱乐循环。他们虽看似在

时间争夺中占据先机，实则深陷时间的桎梏，忽

视了沿途风景的价值，主动放弃深度与慢生活

的体验。“时间规范”作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

其紧迫性与匮乏感驱动社会整体进入加速状

态，[18](P104)青年的审美品格亦在这一竞速过程中

发生异化。技术性与媒介化成为审美品格的显

著特征，[19]表现为跨时空的视觉审美感知、碎

片化的虚拟审美体验、交互共享的审美生产模

式，以及多元时尚的审美风尚。数字化传播技

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生产与消费



第1期 青年网络审美“异化”的文化表征、成因与对策 ·121·

的速率，青年在此过程中体验到的，是时空碎

片化带来的浅表快乐，以及“身体在线”与“主

体虚空”交织的审美幻觉，这种幻觉实则是对

审美价值的深刻消解，以虚无的符号化满足掩

盖了真实的审美需求。长期沉浸于这种竞速网

络审美所构建的完美幻象之中，青年群体在审

美选择上逐渐失去了自主性，审美意识、审美思

维与审美追求被商业化与市场化趋势所牵引，

导致个人独特的审美品格不断削弱，最终可能

沦为市场审美潮流的附庸。

三、青年网络审美“异化”的
引导策略

在技术赋能与商业资本合谋下，青年网络

审美在审美对象、审美方式、审美观念发生全面

“异化”：过度沉溺图片化、图像化、碎片化的

感官刺激、审美判断过程被机器部分取代、审

美意识逐渐被技术剥夺、偏移主流价值取向，

形成非主流审美惯性等，对此从主体维度提出

引导策略，重振青年主体地位。

（一）激活主体觉醒，回应青年需求

当代 青年群体面临自我停滞与麻痹的困

境，深陷由可视化技术、大数据等构筑的网络消

费主义幻象，以此作为暂时逃避现实压力的手

段。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下，青年的主体意识往

往被肉体快感的表象所遮蔽，其通过异化审美

在既定社会框架内寻求的“自由”，实则远离了

主体精神的真谛。因此，促进青年脱离网络审美

困境的核心在于激发其个体主体性的觉醒，并

精准对接其真实需求。首先，引导青年深刻理

解个人主体性实现的边界、前提与必要条件。

认识到个体梦想的实现根植于社会运行机制与

结构关系之中，避免脱离实际的空想导致自我

消耗，通过反思教育提升青年对自我主体性实

现的客观条件形成自觉认知，实现自我心理与

行为的主动调控，达成能动性与主动性的和谐

统一。其次，促进青年积极审美意识、精神与观

念的自主构建。审美作为连接物质世界与精神

世界的桥梁，其内在价值在于促进不同意识形

态间的微妙交流与影响。因此，净化网络环境、

营造健康文化生态，结合自然、艺术与文化交流

等多维度滋养，有助于青年审美能力的深层化

发展，在平等互动中强化其审美主体性。最后，

激励青年投身于个性化文化作品的创作与生产

实践中。生产实践是展现主体能动性的关键领

域，个性化创作不仅是青年主体意识的直接体

现，也是其生命力与创造力的生动展现，拓宽青

年自我展示的平台，积极回应其主体诉求，深入

挖掘并激发其创造潜能，鼓励青年以积极向上

的价值导向引领网络文化审美，通过自我创造

实现自我需求的满足与超越。

（二）拒绝理想代偿，激励青年奋斗

青年自我理想与主动追求构成了其作为独

立个体价值的核心。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

下，青年易迷失于精心构建的虚假幻象中，沦为

资本扩张的工具，误将网络审美视为实现“精

神独立与身心自由”的捷径，实则陷入更隐蔽的

剥削陷阱，导致自我怀疑与身心耗竭。伽达默尔

认为，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

戏活动本身”。[20](P137)青年误将自身视为游戏主

体，实则资本才是最终的赢家。青年在逃避传

统期望的同时，不自觉地成为他者理想的代偿

者，生命活力与精神世界遭受侵蚀。首先，深刻

剖析网络审美文化的商品本质。网络商品市场

化、资本化特性决定盈利为其终极目标。网络

审美以开放、流动、自由的形式呈现，具有高度

的迷惑性，要求青年保持理性批判能力，识别

其商业属性，拒绝肤浅审美诱惑，汲取有益元

素以滋养心灵，促进个人成长。其次，警惕网络

审美文化潜藏的意识形态影响。网络审美以商

品形态为载体，巧妙融入消费过程，对青年意

识形态与价值观形成潜移默化的改造。作为亚

审美形态，网络审美具有边缘性，可能侵蚀主

流审美地位，危害青年身心健康。因此，需培养

青年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升审美素养，维护

身心健康。最后，推动青年审美向文化消费升级

转型，强调高质量文化消费对青年精神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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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作用。鼓励青年以本真为审美基石，选择

积极的审美文化，构建独立人格，实现审美实践

的正面价值。通过高尚理想追求与不懈奋斗相

结合，促进青年审美文化的正向发展，筑牢精神

防线，实现全面发展。

（三）平衡社会评价，肯定青年价值

康德之问“人是什么？”触及了人的多维本

质，涵盖道德、社会、经济、政治及审美等多个

面向。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应植根于具体社

会系统之中，避免脱离现实的抽象探讨。马克思

“现实的人”概念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及其与

社会关系的紧密联结，提示理解人的价值、精

神、意识等需要置于社会结构之中。在当代社

会，社会关系复杂化促使评价标准多元化，但理

性化、数据化的评价体系往往超越价值理性，

异化为抑制个性与主体性的力量，类似于黑格

尔所述的“个人私利的战场”。为应对此挑战，

首先，强化集体主义教育的价值导向，调和个体

与社会张力。鉴于个体化趋势引发的消费主义、

自由主义思潮对社会评价体系的冲击，应重申

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21]通过集体实践活动增

强青年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促进个人与社会的

和谐共生。其次，倡导价值引领目标的多元化，

尊重青年个性化发展。在坚持社会共识的基础

上，应灵活调整评价体系，纳入个体价值，鼓励

青年在价值引领的全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实现

自我管理与提升，构建既统一又多样的青年价

值生态。最后，实施精准化的价值引领策略，回

应青年生活实际。遵循“因材施教”原则，设计

弹性化、个性化的教育方案，以精细化、科学化

的教育实践满足青年的不同需求，为青年提供

一个更加贴合其个人发展轨迹的教育环境，激

发他们的内在潜能。

（四）重视精神存在，推动青年精神建设

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呈现为“偶然性抛掷”

于特定社会层级之中，个体须遵循所属社群规

范以求社会认同。[22](P25)然而，青年群体尤易受

到外界纷繁视觉景象的蛊惑，追求新奇“生命

体验”而迷失自我，于虚幻景观间游移失所。现

代都市生活特征为同时性与并置性交织的网状

空间，取代了传统物质世界的直接体验，青年精

神世界遭遇“时空断裂”困境，既因多元文化价

值冲击而判断力、思辨力缺失，陷于迷茫；又受

网络空间泛娱乐化信息侵扰，精神世界趋向荒

芜、虚无与停滞。针对此，首先，融合审美感性

与理性，深化审美智慧。平衡审美活动中的感性

与理性维度，防止感性泛滥导致的理性消解，

通过审美形式转化生活实践，同时发挥理性在

价值导向上的作用，引导青年洞察生命价值。其

次，重构审美活动认知，追求审美生存的自由之

境。倡导以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审美，强化个体与

社会共同体的相互理解，使审美成为连接人与

世界深层关系的桥梁，实现生存与审美的和谐

共生，培育自由精神、独立人格与超越意识。最

后，追溯与内化审美体验，担当生命自由的审美

探索者。鼓励青年进行内在的生命追问，通过

审美活动实现自我与世界的深度对话，促进精

神自我创造，挣脱束缚，建立新的审美关系，在

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与和解，最终

达到诗意栖居的审美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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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Representation,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Youth’s Internet Aesthetic “Alienation”
LUO Lan

Abstract: As a profound epistemological tool, aesthetics can uncover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s and 
underlying ideological issues embodied in the “alienated” onlin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s and aesthetic chaos 
among contemporary youth. Currently, the internet, serving as a crucial domain for the aesthetic preferences 
and cultural tastes of contemporary youth, has become a key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and confrontation of 
various ideologies. It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diversified and complex social ecology where youth navigate 
the intertwined influenc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The youth group satisfies their sensory pleasures, 
ranging from voyeurism of personal privacy to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opinion, through acts of curiosity and 
peeping. They escape from real-life pressures and dilemmas through immersion in games and entertainment. 
Through emotional projections of dependence and attachment, they indulge in carnival-like fantasies, leading 
to the dissipation and blurring of subjectivity. They emphasize self-awareness and cultural aspirations 
through aesthetic expressions of resistance and critique. Behind this cultural landscape of “alienated” online 
aesthetics lies a complex set of causes: the shift in aesthetic values due to misfocused attention under visual 
discipline, the submission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to time domestication under digital capital’s domination, 
and the decline in aesthetic standards amidst the race of onlin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o address this 
“alienation” in youth online aesthetics, four approaches are proposed. Firstly, responding to and activating 
youth’s subjective awakening to fulfill their deep-seated spiritual needs. Secondly, refraining from idealizing 
compensation for real-life dilemmas and encouraging youth to realize self-worth through practical actions 
and struggles. Thirdly, balancing the social evaluation system to affirm the positive values and contributions 
of youth. Fourthly, prioritizing the spiritual existence of youth, promoting their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guiding them to establish correct aesthetic concept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Keywords: aesthetics; internet; youth; alienation; culture; subje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