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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Buddha” phenomenon is pretty comm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Buddha” phenomenon are also multiple, such as the era-based and dissemination am-
plification based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on the Internet, the marginality and de-
velopment stage of network subculture and the role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low desire 
and value derail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
fluence of the “Buddha” culture, college students live a life which is satisfied with the existing state 
of affairs and reluctant to move forward, the pursuit of value from entertainment to death, and the 
state of existence to death, this not onl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ersonal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Faced with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Buddha” phenomen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subjec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ob-
ject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new media need to make corr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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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佛系”现象在高校学生中较为普遍，而“佛系”现象背后的产生原因也是多重的，如基于网络新

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性与传播放大性、网络亚文化与大学生青年角色的边缘性与发展阶段性以及社会转

型发展所带来的低欲望性和价值偏轨化。然而在“佛系”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大学生表现出安于现

状的生活状态、娱乐至死的价值追求以及向死而生的生存状态，这不仅对大学生个人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面对大学生“佛系”现象中的消极影响，大学生主体、社会环境客体以及新

媒体媒介都需要做出修正举措以推动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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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7 年互联网传入中国，中国从此打开了与世界进行互联网交流的大门。然而，由于网络信息的技

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生活节奏的急剧加快，社会强制规则的普遍约束的加强，消费

主义影响的严重渗透，使得大学生在精神层面上开始出现困顿、迷惑乃至空虚的现象，对生活时事的态

度也发生了极大转变。“佛系”是在 2014 年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网络热词，特指具有无欲无求、清心寡欲、

看淡所有的一种超乎于寻常世界之外的宁静心理状态[1]。而当今“佛系”文化是网络亚文化膨胀时代应

运而生的一种文化形态，由于社会节奏转型过快带来了巨大压力，大学生寻找的一种迂缓的自我放松来

调整在社会强压下所形成的心理异化状态[2]。“佛系”文化作为网络亚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性产物

逐渐显现于社会，并成为当代大学生群体所接受的新型网络文化，这对于大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来说是现阶段难以克服的阻碍，亟需得到社会的重视。 

2. 网络亚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佛系”现象的逻辑归因 

网络亚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佛系”现象对社会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佛系”

状态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在紧张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的自我放松、减轻学业与工作压力的方式。部分大

学生对“佛”的内在价值进行表层的自我扭曲理解，以“佛系”态度看待人生，“大学生”成为了“大

学僧”。然而，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点培养对象，承担起国家未来建设的重担，这种追求自身

的“小确幸”放弃追求“大作为”的思想对大学生来说是消极的，更是危险的。因此，需要找寻“佛系”

现象发生的根源才能有效解决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2.1. 基于网络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性与传播放大性 

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传播内容、主体以及渠道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文化

所带来的变革首先源自于信息时代所带来的便利，而网络亚文化下的“佛系”文化就是信息时代发展的

产物。一方面，大学生是受网络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并且对于网络新兴文化的接受程度比老一辈人要

高，接受速度也要更快。因此，“佛系”文化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网络将世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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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更为密切，为“佛系”文化在中国的快速形成、发展与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自从 2014 年“佛

系青年”一词首次出现在日本某杂志上，“佛系”文化就以信息网络技术为媒介与动力，开始对中国大

学生群体产生一定的影响，直到 2017 年，“佛系追星”在中国网络热搜词汇上成为榜单第一。大学生通

过网络对于“佛系”文化的了解与兴趣，高过了对社会所宣传的主流文化的了解与兴趣。“佛系”文化

的线上线下传播，如大学生身边的“佛系恋爱”“佛系学习”“佛系追星”与“佛系减肥”等使得在学

习、工作和生活中持“佛系”态度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受到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内容放大等的特征，因此，在网络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大学

生群体对未来发展的焦虑被无限放大，在流量角逐的社会中，一些微信公众号、微博文章、知乎软文所

推送的“毒鸡汤”文章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能获得几百万的点击量，这些文章大部分文章以夸大事实来制

造社会热点吸引流量。尤其是 2018 年咪蒙的《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更是将网络负能量传播推向高

潮，在这篇文章中，“差序格局”下的阶级固化尤为突出，面对被放大的负面信息，大学生的消极情绪

无法排解，开始对社会产生消极排斥的情绪，以佛系状态来证明自身的存在。网络中所传播的消极负面

的价值观念使得大学生对自身未来的发展充满了畏惧与哀怨，对未来生活感到迷惘与无助。然而，网络

平台就像一个放大镜，网民群众的所有情绪都被放大展示在公众面前。网络中充斥着的负面情绪被放大，

而大学生没有足够的辨识能力去分辨网络空间中内容性质好坏，从而对于周围大众所宣传的“佛系”理

念也在无形之中被大学生所潜移默化的接受。 

2.2. 基于网络亚文化、大学生青年角色的边缘性与发展阶段性 

首先，当前“佛系”文化处在主流文化之外的亚系文化地位与大学生自我角色定位的模棱两可使得

当前大学生的“佛系”现象具有边缘性特征。一方面，网络亚文化相对于主流文化来说是一种边缘文化，

游离于网络主流文化之外，处于较为弱势、次要地位的边缘网络文化，“佛系”文化作为网络亚文化的

阶段性产物，其边缘性更加凸显。另一方面，由于青年正处于由儿童向成年人过渡阶段，在社会地位上

定位为一个“半”社会成员，青年学生成年后受到的社会关注逐渐减少，他们不再像处在儿童阶段一般

受到周围人的关注，需要自行探索去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存之道，“边缘人”的特征也开始显现。美国社

会学家欧文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中，青年一般来说不得不连续多地过“边缘人”的生活，也就是说，

他们的社会状态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他们被认为既非成人，亦非儿童。”[3]青年大学生的自我“主动”

边缘化与社会“被动”边缘化，使得“佛系”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较为普遍。 
其次，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正处在各种价值观念塑造的关键时期，大学生对当前高校普遍流行的“佛

系文化”存在着的从众心理。“佛系”文化在大学生中无形的扩散，大学生为了更好的融入社会群体，

于是仿效周围环境中的同学们的“佛系”行为。因此大学生在没有对自身有清晰定位之前极易受到“佛

系”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众娱乐化的方式层出不穷，这对刚离开中学校园、

心智尚未成熟的大学生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多样的娱乐方式使得在经历过高强度考试压力之后的大

学生感到轻松自在，自身价值的“虚无”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愈发明，由自我价值虚无感带来的“天

花板”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就愈发普遍。同时，大学生的碎片情绪处理呈现出消极释放的趋向。部分

大学生没有足够的勇气与现实的不满进行抗争，也没有没有足够的胆量完全逃避现实，信息与时间的碎

片化消极化致使大学生的负面情绪无法彻底释放出来，一腔热血无法施展，踌躇满志无法实现，面对压

抑的社会氛围，大学生只能以“大隐隐于市”的态度“冷眼看世界”。 

2.3. 基于当前社会转型发展带来的低欲望性与价值偏轨化 

由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节奏过快，使大学生毕业后无法较快适应社会，自身学习、工作和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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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跟不上社会要求的速度和水平。对平静与安稳的追求日渐成为当前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常态，对理想信

念的追求呈现出“佛系”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如雨后春笋般快速生成且其影响开始凸显。大学生“佛系”

现象中的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属于低欲望心理的外层表现，面对社会竞争的激烈、巨大压力无法解决、

消极情绪无法释放时，部分大学生就会选择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关注自身内心活动，满足自身精神需

求，对于交友、竞升和恋爱等表现出不争不抢的低欲望性。社会中的实践活动对部分大学生来说失去了

兴趣，价值追求正在逐渐错位，正如马斯洛所说：“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4]“佛系”文化影响着大学生价值指向，对外界社会追求的欲望逐渐丧失，

主流文化价值宣传对大学生的思想指导被压抑。面对当前大学生“佛系”现象中的低欲望性对大学生发

展的影响，“佛系”文化的消极影响开始显现出来。 
社会转型过快导致的利益分层化趋势凸显，马太效应开始出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资

本的代际传递性逐渐增强，阶层上升通道愈发狭窄[5]。“差序格局”的社会状况被放大。面临社会转型

过快带来的负面效应，部分大学生无法承受由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感到焦虑与无奈，当在参与

学习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时对自身和社会的认知与社会中他人认知存在差异时，就会感受到极大的不适

应、无助与孤独。焦虑与恐慌成为部分大学生的心理常态，而网络亚文化下的“佛系”文化的出现为大

学生带去了逃避现实，实现精神自由的新途径。并且，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条件极大丰富

后的当下，消极遁世、悲观主义、重在当下、快乐至上等存在主义思想得到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追求[6]。
因此，对于现阶段生活条件宽松优渥与社会和谐稳定状态下的大学生来说，生存不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享乐主义的温床就会随之产生，大学生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对社会责任担当与自身价值追求逐渐

出现“去理想化”的心理状态，理想实现、社会奉献不再是其最终价值追求，而是去追求精神世界的满

足，不问世事，追求平淡生活，部分大学生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偏离正轨，“佛系”现象在高校中表现的

更为明显。 

3. 网络亚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佛系”现象的多重影响 

网络文化的强势来袭，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对大学生带来的压力使得对当前大学生对待生活质量提升、

学习目标实现和工作晋升的丧失了一定的兴趣与信心，以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面对所遇到的各种挫折与

困难，然而大学生中的“佛系”现象也是大学生内在善良品质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大学生“佛系”

现象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3.1. 安于现状的生活状态 

大学生在受到“佛系”文化影响后对生活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当前的“佛系”文化所秉持的理

念几乎与传统犬儒主义无异，犬儒主义的代表安提斯泰尼曾说过：“无欲是神圣的。”[7]与当前大学生

所持的“无欲无求的过完一生”“心门已关、世界无关”的生活态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当大学生在刚

入大学或步入社会时开始意识到自身权利没有得到社会认同，自身能力没有被完全开发，于是在出现能

力与理想实现差距过大的状况，在这时部分大学生就会选择放任自我，随波逐流，随心随性，通过简单

随性的生活方式实现灵魂的自由。这种无欲无求、追求极简生活的犬儒态度在社会中较为普遍，容易形

成大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的精神懈怠。 

3.2. 泛娱乐化的价值追求 

“娱乐至死”的概念最早是由尼尔·波兹曼提出的，他指出互联网已经开始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娱

乐化，人类悄无声地成为娱乐的附庸，直至最后互联网“使我们都成为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8]。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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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网络娱乐、网络消费已经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主要消遣方式，人们在消遣娱乐过程

的同时，娱乐也支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在网民群体中，大学生是互联网平台上的主角，网络娱乐如影

视、音乐、游戏等几乎占据了大学生的全部工作学习之余的空闲时间，泛娱乐化在大学生中的学习、工

作和生活中逐渐显现出来，正常生活也开始受到“娱乐至死”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追求新鲜搞笑的娱乐

方式、丰富自身精神生活成为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追求，而对于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则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的态度。 

3.3. 向死而生的生存理念 

“向死而生”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中处于核心地位，突出人的生命和存在的非凡意义，不问过去

与未来，凸显当前生存的价值。当前大学生们逐渐将生活重心的放在自身的生命体验上，“佛系”大学

生将“向死而生”的消极影响作为生活的指向标，认为只有不问将来，只争朝夕，达到自我完善、实现

自我发展与过好现在就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大学生在“佛系”文化的影响下对自身以外的事与物不闻

不问、不管不顾、不争不抢，在实现理想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就会选择放弃与逃避而不是坚持奋进，只要

现世安好才是生命存在的价值追求。大学生这种对“向死而生”生存理念的偏差性理解已经成为他们对

待生命的常态心理范式，也是当前大学生“佛系”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 

4. 网络亚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佛系”现象的修正举措 

大学生“佛系”现象产生于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中，是大学生群体宣泄其在平时生活中所积累的碎片

情绪的一种消极言行现象，这种环境下的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塑造容易出现偏离正轨的趋向而产生价值

矛盾冲突和混乱的现象。面对社会中“佛系”现象泛滥的情况，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4.1. 主体维度——大学生自我建设的强化 

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主要建设者，价值观的引导对大学生的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贡献意识的养成

具有重要意义。在“佛系”文化影响下大学生的价值观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在对自身和社会未来建设上

出现去理想化和低欲望性的趋向，这就需要唤醒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大学生要端正自己的心态，理

性看待自己的定位，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增强自身民族荣誉感、文化认同感，对国家未来发展充满

自信与希望，主动担起国家栋梁的责任，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大学生需要提升对“丧文化”、

“佛系”文化等网络亚文化的辨识度，理性看待当前“佛系”文化给大学生所带来的影响。其次大学生

需要增强自我认同感，大学生“佛系”现象的主要是由自我定位不清晰，自我认同感不足引起的，因此

大学生在其成长过程尽管会被网络环境中被放大的社会负面信息所影响，但还是需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大学生需要在对自身具有清晰的定位和高度的认同的同时，增强自信心，减少

消极避世的心理态度，理性看待自我实现和社会建设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大学生需要增强对主流文化

的文化认同感，大学生在接触网络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佛系”文化的影响，却忽视了社会主义主流

文化的引领作用。面对主流文化处于较为被动接受的现状，大学生需要在其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学习

社会主流文化，增强自身民族文化自信，提升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紧跟社会主流方向，意识到自己

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价值。那么网络亚文化下的“佛系”文化对大学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会随之减轻。 

4.2. 客体维度——社会良好环境的创造 

萨特曾经说过：“我们人类首先是存在于环境之中，我们不能脱离环境。环境塑造了我们，决定了

我们的可能性。”[9]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培育来说是及其重要。由于“佛系”文化是大学生面临社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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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过快带来的激烈竞争和快速发展而产生不适应感的逃避心理，因此，社会需要尽可能的为大学生在其

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更佳轻松愉悦的环境以及提供更多机会供其选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 2017 年印

发的《中长期青年规划(2016~2025 年)》中提到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有待提高，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问题日益凸显，就业公平的影响障碍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的存在。因此，国家和学校要鼓励大学生人

才创作以展现当代青年奋发向上、崇德向善[10]。国家需大力宣传青年学生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以及主流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指引作用，着重培养青年优秀人才，积极推动大学生融入社会实践，为大学

生提供更多展现自我的平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追求，建立健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

康教育的机制体制，使得身处在“佛系”文化环境之中的大学生能够“拨开云雾见月明”。高校的自媒

体建设需要将主流文化建设与宣传放在核心地位，使得主流文化占领新阵地，唱响主旋律[11]，为大学生

成长营造充满正能量的学习环境。国家和校园为大学生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发挥出青年学生作为社

会发展推动力的作用，提升大学生的自信心与自我认同感，从而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不同的方式

实现自我价值。 

4.3. 媒介维度——新媒体使用效能的矫正 

当前“佛系”文化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新媒体新设备新平台而被大学生群体所接受。因此，要解决

大学生“佛系”现象问题就得从网络治理入手。我国是一个手机用户大国，以微博、微信和知乎等为代

表的自媒体网络平台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大学生通过网络“新闻报道人”编辑后的“新

闻事件”来接触和了解社会。在现阶段网络环境下，大部分自媒体存在着夸大事实、争夺流量为目的而

扭曲客观现实的情况，使得大学生对真实事件的了解处在表层而产生误解。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

从媒体外在约束出发，国家政府需要加强对网络自媒体的监管，建立相关网络综合治理的机制体制，成

立网络监察部门，对网络违法传播行为进行严惩。关于“佛系”文化，网络监管部门需要随时掌握传播

规模，对不实言论以及非法信息的传播加强监管，并加大惩戒力度。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文化内容分类

的规定，制定细致性和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并加入平台的用户使用协议和平台公约等网络规范中，以制

度的可预期性引导网络用户在进行创作时对内容的性质与社会影响进行判断[12]。从媒体自身内部出发，

知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应当提升媒体自身质量与社会责任感，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

视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面对影响范围广、程度深的“佛系”文化、极端消极文化等触犯社会底线时，

网络自媒体要从内部及时监控与删除。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要“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

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

朗起来”[13]。因此，相关主流媒体要加大对主流文化的网络宣传，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

网络环境治理，减轻当前“佛系”文化对大学生群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对于促进网络亚文化的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佛系”文化作为当前大学生中较为流行的网络亚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了

多重影响，部分大学生在“佛系”文化的影响下消极避世，逃离现实，然而“佛系”文化的盛行也是大

学生善良品质的体现。“佛系”文化对大学生的生活状态、价值追求以及生存理念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

也是大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品质的散发，因此在“佛系”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会在生活追求较为平淡，

任事件自然发生，但是在实现其个人理想、社会价值时就转变为奋发图强的热血青年，在处理一些事情

中表现毫无在意，内心实则为自己的理想信念与未来默默努力奋斗，厚积而薄发，因此，对于“佛系”

文化，不能谈“佛”色变，要进行理性看待与分析。而造成“佛系”现象在大学校园中较为普遍的原因

是多重的，不仅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有关，与大学生自身发展也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对

“佛系”文化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探析下，无论是大学生主体、社会环境客体还是新媒体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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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为创造出良好的高校线上线下教育环境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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