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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政治认同

林光 汉

(闽江学院思政部)

=摘 要1青年文化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有很大的影响 "青年文化中的消费文化 !网络文化 !浅阅

读文化潜伏着削弱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因素 "因此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青年文化建设 ,形成

建设青年文化的合力 ,遵循青年文化建设中的客观规律 ,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认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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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时代 ,文化对政治认同的影响更加深刻多样 "大学生作为主要从事文化学习的社会群体 ,政治态

度受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 "大学生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自身文化现象 ,是当代青年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青年文化反映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 !生存方式与价值观 ,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成果的反映 ,又在

塑造大学生政治认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一 !青年文化对大学生政治认 同的影响

对于什么是青年文化 ,西方学者主要有 3 种不同的主张 :第一种主张是代际冲突论 ,认为青年文化是未

来社会主体文化的雏形 , 青年在向同辈学习的社会互动中形成了青年文化 , 这种文化受旧的传统价值观念

束缚和现行社会规范约束较少 ,崇尚创新 ,向世界和未来开放 ;迅速变革的社会环境又必然导致成人文化的

价值观念系统受到冲击 ,使成人文化容易在环境的变革中产生不适应 ,并对青年文化逐渐失去同化力 ,这就

会导致代际冲突 ,形成代沟 "第二种主张是反主流文化论 ,认为青年文化是对社会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背

叛和反抗 "一些学者甚至把青年文化 !反文化和青年社会异常行为之间划等号 ,青年文化表现为青年的违法

越轨行为 !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生活上的放荡不羁等 "第三种则是社会化失调论 ,认为青年文化产生于社会

转型期 ,是青年社会化失调的结果 ,即以社会向青年单向教化为主的传统社会化模式和社会教化和青年内化

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化模式矛盾冲突的结果 "

中国国内的学者认为 /青年文化的内涵一般是指主要由青年创造 !认同并传播的与社会主文化既相关联

又相对独立的 ,由观念 !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组合成的亚文化系统 0l.l, 它是在青年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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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同龄群体认同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一种亚文化lz1 "

不管哪种界定 ,实质上都指出青年文化反映着青年群体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态度 ,反映着青年的社会生存

形态 ,体现了社会政治化机制的效果 "政治社会化 ,主要是指人们通过政治文化的学习 !传递 !发展 ,形成一

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能力 ,成为政治体系中的一分子的过程 "培育政治认同则是政治社会化的核心目

标 "青年文化既有可能促进政治社会化 ,增进政治认同的功效 ,也有可能削弱政治社会化的功效 ,解构政治

认同 ,降低青年对国家 !政党 !政治行动等的支持与赞同 "

价值观念是文化的内核 ,政治价值蕴涵于青年文化之中 ,通过青年文化这一文化中介 ,青年接触社会政

治文化的浸染 ,使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在青年群体中具有一种 /合法性 0和 /合理性 0,增强了说服力 ,更易被接

受 ,可以达到较好的教化效果 "青年文化提供青年自我教育的机制 "自我教育是在青年主体地位的基础上 ,

充分激发青年的主体意识 ,通过启发 !引导他们内心潜在的自我教育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进行社会政

治教育 ,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青年文化反映着青年利益 ,是他们愿望的昭示 ,它使青年具有一种安全感和归

属感 ,愿意自觉地吸收社会主流文化 "青年文化对青年主体性的释放 ,有利于实现青年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

的自我教化 "开放中发展是青年文化的重要特点 "青年人格的未完成性以及青年群体的代际性决定着青年

文化是一种未定型的 !不成熟的 !过渡性的文化 ,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再造性 "这种开放的文化机制为青年个

性的张扬 !人性的伸张 ,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 ,有利于青年政治人格的成熟 ,进而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 "

同时 ,青年文化也有可能抑制政治社会化的效果 "青年文化是开放的系统 ,各种文化(包括传统的 !现代

的 !东方的 !西方的)在这里交汇 !撞击和冲突 ,让青年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社会思潮无所适从 !无所归依 ,极

易陷人价值选择的困境 ,难以正确定位自己 !把握 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 "青年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亚文

化 ,是社会主体文化系统内的亚文化系统 "青年文化更多地是反映青年的群体生活 ,为青年的行为方式 !思

维方式所充斥 ,它并不完全按照社会的要求来发展 ,在发展方向上也存在一定的偏差 ,有一定的任意性 "为

了在社会文化体系中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形式 !内容上往往以极端的方式体现 "一些青年相信 自己的能力和

对社会的影响力 ,迷信和执著于他们 自己的文化 ,常用一种理想或偏狭的眼光去审视主流文化 "社会阅历和

经验的不足 ,又使他们产生许多与社会主流观念不一致的观念 "如此一来 ,社会主流观念的一些基本原则就

不易人耳 !人脑 !人心 ,青年也就不会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这种过分对青年文化的依赖性 ,压抑了青年对社

会生活规则自主取舍的空间 ,理性精神和自律人格得不到培养 "这些情况影响了政治社会化的效果 ,造成政

治认同感的下降 ,甚至出现政治反对 "

二 !当前青年文化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若干现象剖析

青年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庞杂的系统 ,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 ,比如:大众娱乐中的追星族 , /嘻哈 0运动 ,

网络世界中的 Q Q 聊天 ,微信摇朋友 ,大量的新潮时髦的词汇出现 ,等等 "我们撷取其中比较突出的青年文化

现象进行剖析 ,探寻它们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

(一)消费文化对政治认同的潜在影响

消费文化充斥大学校园是个不争的事实 "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 ,人类物质与文化生产 !消

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消费理念 !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的总和 "消费者的行为不仅仅是单纯的消费 ,而且是

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体现 自己个性的重要手段 "
消费文化中存在着容易消解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 "商品除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外 ,还具

有另外一种价值属性 ,那就是符号价值 "商品的符号价值在于它具有的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功

能 "一件商品 ,越是能够体现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 ,越是能够将消费者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它的符

号价值也就越高 "在消费文化中 ,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体现出追求新潮 !时尚 !情趣的特点 ,相对其他群体而言

则带有更多的情感因素 "他们不仅希望商品能够在实用性方面满足人的需要 ,还希望商品能让人在使用和

观赏中获得精神的愉悦与心理的满足 ,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个性追求 "当大学生选择和消费的商品或品牌是

为自我表现 !体现个性 ,该商品就成为社会群体文化的符号象征 ,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获取分的标记 "

在消费文化中 ,青年最易被变化不定的消费商品或明星 !广告和科学幻想人物的媒体图像的 /个人化 0!/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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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0之类的东西所左右 , /财富及物品同话语 ,,构成了一个全面 !任意 !填密的符号系统 !一个文化系统 0"

因此 ,青年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以此来弱化或代替阶级 !性别 !人种 !民族和国家等诸如此类的社会和集体认

同 ,忽视了民族 !国家仍然是现实政治中最重要的政治主体 "

大学生处于正在建构自己价值体系 ,确立社会身份认识的阶段 ,消费文化的发展会给大学生的自我建构

带来社会身份危机 "中国已经呈现出的某种消费社会的特征 ,商品丰富多彩 ,媒体广告无孔不人 ,不断刺激

着人们的消费欲望 ,商品消费的广告展示出无限美好的社会 "正如大学生说的: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现

实中 ,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状况 ,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 !体制内职业与体制外职业的巨大差别 ,加上制

度上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的存在 ,成为青年人向上流动的结构性屏障 ,出现了漂浮于城市间的大学生蚁

族一群 ,大学生 !硕士生 !博士生千军万马考公务员 ,几千人竞争一个职位的情景 "干瘪的钱包 !竞争的现实 !

琳琅满目的商品 ,让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无法正确定位自己 ,构成了身份认识的危机 ,影响着政治认同 "

消费文化更有可能带来大学生价值构建的危机 "消费文化繁荣使文化变成了娱乐, 变成了商品符号的

价值 "过分重视物质必然造成理想的缺乏 "有的学生说 : /同学之间都是利益关系 "考好的分数才是现实的 "

什么理想不理想的, 太虚假了 "我没有理想 "0由于商业模式的扩张, 身体 !美丽 !性也就可能被转换成种种可

消费的东西 ,对欲望的过度追求冲淡了对国家 !民族 !社会神圣的责任感 "责任感的缺失成为社会对当代大

学生最大的担忧之一 "

(二 )网络 文化对政治认同的冲击

有调查统计 ,超过七成的大学生日上网时间在 4 小时以上 ,大学生上网方式以电脑为主 ,手机上网也较

为普遍 , _上网目的以娱乐为主 ,兼顾交流和学习 "现在 ,网络小说成为新青年的精神快餐 ,网上聊天 !传递电

子邮件代替了谈心和文字 !书信的交流 ,网上购物成为新的消费方式 "网络文化成为青年文化的重要表现 "

网络文化符合大学生主动参与的特性 ,方便学生获知社会时事 ,提升大学生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参与度 ,加强

他们的主人翁的意识 ,但要看到网络文化对政治认同的负面影响 "

总体来说 ,西方文化在网络文化中占据优势 ,尤其是美国文化, 已借助新型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

成新的文化霸权 "一些国家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全方位 !全天候地推销其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 , 利用互联

网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 "大学生很容易受到这些文化所隐含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 从而对西方

政治逐步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 "

政治认知是形成政治认同的基础 "网络信息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无用垃圾信息 ,而且存在着危害性颇

大的恶意信息 "青年正处于成长期 ,心理机制尚未完全成熟 ,正确的政治认知尚未完全形成 ,极易受到不良

信息的干扰和诱惑 "网络中的信息污染 ,严重影响了当代青年的政治判断力和鉴别力 ,影响当代青年的政治

判断 "开放的网络使政治生活的透明度逐渐增加 ,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完善的一面会更多地暴露出来 ,过于完

美的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中的反差 ,让大学生产生困惑 ,这些困惑不断刺激着青年的头脑 ,使其原有的政治

认知混乱 ,产生对政治客体的怀疑 "这些状况将弱化当代青年对既有政治体系的向心力 ,继而导致政治责任

感丧失 ,影响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

(三 )浅阅读文化对政治认 同的影响

有两组数据的比较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组数据来自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 200 7 年对全国 30 所

大学在校大学生的调查 ,发现大学生主要娱乐方式的 13 个选项中 ,诸如上网 !健身 !逛街 !旅游 !读报 !收藏等

等 ,读书报被排在较靠后 "他们的休闲方式排在第一位的是上网 ,占 28 .5 % ; 第二位是听音乐 ,占 20.4 % ;第

三位是看影视 ,包括 D V D 等 占 14 .4 % ;第 四位是找朋友聊天 , 占 8.4 % ;第五位才是看书报 ,比例仅占大学生

休闲方式的 7.9% "131

另外一组数据来自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 ,调查发现 ,大学生经常阅读的电子内容为新闻评论 66 .67 % !时

尚娱乐资讯 66. 09% !文学艺术 42. 20 % !专业知识 27 .55 % !科普知识 巧.99 % "问

分析调查数据 ,我们看到 ,当代大学生阅读量不尽如人意(许多学生大量阅读是的教材 ,或者是准备考研

的应试材料 ) ,电子阅读超过纸质阅读 "这种情况意味着 ,随着电子媒体大量出现 !蜂拥而至 ,给人们的阅读 !

思考乃至生活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出现了 /浅阅读 0文化现象 ,即简单 !快速甚至跳跃式的阅读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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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手机 !电子书或者时尚杂志占据着人们的眼球和心灵 ,这种快餐式 !碎片化 !无意义的文化消费特质 ,追求

着短期心理愉悦和即时信息摄取 "这种阅读容易造成的后果就是 /损害着青年一代的思考力 !洞察力 ,正在泯

灭着人类的修养智慧和理论思维 ,正在使我们走向思想浅薄 ,丧失对国家 !社会和未来的关心与责任 0" =匀

大学生在电子阅读中 ,关于新闻评论的内容居首位 "可以这样理解 ,学生关于国家社会时政的信息主要

是来自电子阅读的 "电子阅读是与网络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网络文化真实性和确定性的缺失 !缺乏深度思考

的浅阅读 !青年人的怀疑反叛意识 !叠加在一起 ,容易对社会的黑暗面过多关注 "大学生容易随意转发各种对

社会批评的谣言 !顺口溜 ,陷人一种混淆 !困惑 !迷茫的状态 ,对现实的政治文化产生怀疑 ,社会政治文化不再

具有绝对的权威而突出相对性 ,从而失去应有的规范力 "

作为大学生的这一青年群体的心理 !精神需求 !生活方式 !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的一个复合体 ,青年文

化反映的是社会历史的变迁 ,反映的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反映的是社会变化对青年群体的影响 ,等等 "因

此 ,任何青年文化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社会历史的原因 "但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文化深层主要体现的是价

值的分野 "政治活动在当今的时代仍然具有最深刻的意义 ,以政治价值为基础构建现实的政治制度 ,开展政

治活动 "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生力军 ,他们的政治认同关系国家前途命运 "现在大学生的主流文化还

是积极向上的 ,但应该看到文化润物细无声的功效 ,因此 ,我们应该掌握青年文化发展的大方向 ,提升先进的

青年文化教化大学生的实效 "

三 !引导大学生群体青年文化发展的若干建议

第一 ,建设青年文化要有 /魂 0,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青年文化的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

主义文化的灵魂 "现在高校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加强对青年文化的建设 ,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 ,往往忽视文

化建设中政治教化的作用 ,或者没有把文化建设与政治社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要么只讲青年文化现象的热

闹 ,要么进行生硬的说教 ,青年文化没有生动的文化外形 ,难以吸引大学生 "

青年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 ,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

容去教育青年 ,充分发挥青年文化的导向功能 !整合功能和稳定功能 ,从而形成青年共同的理想信念 ,以增强

青年的凝聚力 "

第二 ,建设青年文化要有 /力 0"文化重在建设 ,建设青年文化要注重合力的发挥 "要认真落实中宣部 5关

于实施青年文化行动加强青年文化建设的通知 6,它强调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优势 ,发挥青联及其团体

会员的作用 ,整合青年文化资源 ,形成合力 ,打造青年文化建设的名牌 !精品 ,形成青年文化建设的强大声势 ,

推动青年文化发展 "

在大学校园中 ,要注意打造青年文化建设的联动机制 "现有的大学生文化活动通常是由团委 !学生处负
责 ,思政理论教学由思政专任教师负责 "虽然网络文化是学生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但一般只有电教中心

负责网络的技术服务 ,而对内容的干预有限 "各个部门之间缺乏有力的联动 ,没有能够很有效地处理好青年

文化建设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问题 "因此 ,要在党委的领导下 ,健全各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 "

目前 ,思政教学改革中 ,为了提高实效 ,重视实践教学的作用 ,增大了实践教学的考核力度 "要利用好这

个机遇 ,把大学生的课余文化活动与思政教学中的实践教学结合起来 "为此 ,需要理顺各种工作的考核机制 ,

让团委 !学生处的教师与思政教研部密切配合 ,思政教师参与学生的文化活动要有教研工作量 "大学生的文

化活动要尽量纳人到学分考核体系中 "这样 ,既可以丰富了实践教学的内容 ,也解决由于文化活动没有学分

激励 ,大学生缺乏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的问题 "

第三 ,建设青年文化要有 /理 0"青年文化建设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 ,所以首先要加强对青年文化的学理

研究 ,调动社会学 !政治学 !心理学 !文化学 !传媒学界等的综合力量 ,总结出世界各国利用青年文化引导青年

政治认同的成功经验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经验 ,找出切合中国国情 ,能够有效应对挑战的对策 "其

次 ,要加强校园青年文化建设领导队伍的构建 "这个领导队伍主要是由团委 !学生处 !思政教研部的教师组

成 ,他们要能够有效地组织引领学生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为了让这支队伍能够遵循客观规律办事 ,要加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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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教师的培训力度 ,完善培训的内容 ,比如加强多媒体网络技术 !现代心理学知识 ,等 "只有形成了强有力

的组织领导队伍 ,大学生的青年文化建设才能够遵循内在规律建设好 !从而才能解决好文化建设与政治导向

的问题 ,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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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肠. 侧允 C hinese soeiety h as u ndergone 脚 at ehanges. T he existing eontradietions in the proeess of

developm ent have resulted in som e degree of erisis of politieal identifi eation. In th e b aekgrou nd of m ulti一eulture

eollision , eultura l behaviors h ave a great im paet on politieal identifi eation . Y outh eulture m ay benefi t the

fo rm ation of politieal identifi eation , w eak en the effe et on politieal soeialization , deeon stru et politieal identifi eation ,

and deere ase eollege students . suP Port fo r eount砂 , Politieal part ies and Politieal aetions. A m on g youth eu ltu re s,

eon sum p tion eulture , w eb eu lture and sup erfi eial re ading eulture have beeom e hot issues. Th js thesis explore s the

effe ets of these phenom ena upon eollege students . politieal id entifi eation and pro p oses that it 15 n eeessa口 to

guide the youth eulture eonstru etion w ith soeialist key values, join all the effo rt s to develop youth eulture and

fo llow the obj eetive ru les ofyouth eulturaleonstru 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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