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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2000年~2010年，杀马特青年掀起了一场非主流运动，虽然杀马特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杀马特青年身

上展现出的叛逆精神和审美自觉却值得人们深思。生活经历、社会制度以及特殊的成长阶段等因素导致

杀马特青年心理失衡，表现为在城市和农村环境中存在感的长期缺失，在城市环境中缺乏归属感，以及

他们身上强烈的自主感。这些基本心理需求的失衡促进了杀马特这一亚文化在社会底层青年群体流行，

他们用杀马特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心理诉求。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包容性，各群体应该理性看待城乡身

份标签，对弱势群体给予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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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mart youth sparked a non-mainstream movement from 2000 to 2010. Although the era of 
Smart has passed, the rebellious spirit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exhibited by the Smart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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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worth pondering. Factors such as life experiences, social systems, and special stages of growth 
have led to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among the Smart youth. The long-term lack of a sense of exis-
tence in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s, a lack of belonging in urban environments, and a strong 
sense of autonomy in their bodies have led to the imbalance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which 
has promoted the popularity of the subculture of Smart among the lower social youth groups, they 
expressed their psychological demands in the form of Smart. One of the symbols of social progress 
is inclusivity, and all groups should rationally view urban and rural identity labels and pay suffi-
cient attention to vulnerabl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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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被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又重新活跃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夸张的发型和鲜艳的颜

色勾起了一代人的回忆。杀马特的兴起和消逝仅仅经历了几年的时间，在杀马特盛行时期，有几万杀马

特家族成员，杀马特的发展呈现出病毒式的蔓延，这种审美在全国电子厂的农村青年中迅速的扩张。杀

马特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农村青年身份认同危机，他们极力想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却局限于自己的学

历、见识和社会资源，最终以夸张和怪异的杀马特形象表达了自己。从心理学层面来看，造成这批农村

青年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在于在城市生活中存在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以及青少年阶段强烈的自主感。当

前大多数研究文献习惯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杀马特，对杀马特青年心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通过

对杀马特青年存在感、归属感和自主感的研究，揭示了杀马特青年奇装异服之后的内在心理需求。本文

的研究意义有以下几点，从学术意义来讲，从心理学层面丰富了对杀马特这类亚文化群体的理论研究，

拓展了研究视角；从社会意义来讲，引导社会大众客观理性地看待杀马特这类特殊群体，以及对城乡户

籍身份标签给农村户籍的孩子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城乡资源分布不公、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等社会问题

给予更多的关注，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能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从实践意义来讲，当未来的社会再次发生

某种类似的亚文化运动时，能够从心理学层面提供一些参考，用更有人文关怀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2. 概念界定及心理学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杀马特”音译自“smart”，意为时尚的、聪明的。在大多数语境下，人们更愿意把杀马特和低俗、

贫穷等具有消极意义的词汇联系起来。杀马特外形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夸张的发型，有身份的杀马特经

常利用自己的发型来赢得杀马特家族的话语权和权威地位。杀马特不仅靠发型吸引眼球，服饰的颜色也

鲜艳亮丽，部分的杀马特还会化黑暗、惊悚的妆容。生活经历上，杀马特青年通常是小学或者初中没有

毕业就进电子厂打工，在流水线上工作的 90 后。他们经常出入于网吧，喜欢穿“山寨”的品牌衣服，

QQ 空间和百度贴吧是他们常用的联系方式。杀马特流行于 2000 年~2010 年之间，2012 年，网络发起“反

三俗运动”——低俗、庸俗、恶俗，杀马特被算作“低俗”，在民众的抵制和主流媒体反对中，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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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杀马特逐渐销声匿迹。 
罗洛·梅(Rollo May)以存在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现象学为方法论，构建了存在心理学。他提出存在

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存在感的缺失容易导致人的无意义感、无价值感。存在感是指个体在社交环

境中得到别人关注和认可的程度。这是每个人都希望被重视和认可的一种基本需求。人们追求存在感的

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他们对自尊和自我价值的需求，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存在感的缺失

是由于自我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得不到别人的关注，个体在心理上产生的被忽略的感觉；反之，有存在感

的人自我感觉外界的关注度高，不会通过“刷存在感”满足心理需求。如果一个人缺乏存在感，他可能

会感到被边缘化或排斥，导致自我价值感降低，从而影响他的心理健康和工作表现。 
归属需求是一种个体渴望被他人接纳或被某个群体接纳的基本动机(Carvallo & Pelham, 2006)。归属

感是个体对于归属于某个群体或社会集体的感知，是个体在社交环境中感到归属和归属感的程度，它涉

及个人与他人的连接和归属的体验。归属感是认同程度的表现，对一个群体的高度认同一般会产生强烈

的归属感。归属感可以满足人们对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需求，从而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归

属感还可以促进人们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联系，从而提高他们的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当一个人具

有归属感时，他们感到自己在某个群体中被接纳、理解和支持。如果一个人缺乏归属感，他可能会感到

孤独和失落，导致他的心理健康和社交技能受到影响。归属感驱动着用户去获得存在感(王琳，闫肃，2019)。 
自主感是人类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能够充分感受到自己有自主性，有选择的

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主观体验。自主性包括行为主体按自己意愿行事的动机、能力或特性，

自主感就是一种确信可以为自己做主的主观感受。高自主感的人勇于展现自我，大胆表达自己的内心感

受。埃里克森认为在婴儿 1.5 岁到 3 岁的时候会产生自主感，在这个阶段的需求得到满足，婴儿会获得

自主感，自己能够控制自己；需求得不到满足，婴儿会产生羞耻感与自我怀疑，并且这种羞耻感在以后

的成长阶段都很难消除。 
存在感、归属感和自主感是个体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本需要，满足这三种心理需求的场

所最初来源于家庭。存在感，归属感和自主感是三种不同的心理需求，一般来说，存在感和归属感的缺

失会对个体发展产生的影响更大。归属感的产生来自于个体认同和信任的某个团体，刚开始这个团体是

家庭，后来可能是班集体或者正式非正式的组织，而个体对存在感的需要，不要求个体对所在的组织产

生信任和归属感，并且这个组织也有可能是非正式的、边界不清晰的圈子，比如说朋友圈。自主感不同

于存在感和归属感，无法从非正式群体中获得自主感，自主感的培养和产生往往在家庭。在家庭中，每

个成员有尊卑地位，婴幼儿属于从属地位，依靠与家里的长辈，孩童自主权利的大小取决于父母等有话

语权的家长。 

2.2. 心理学理论基础 

补偿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是指个体因本身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致使目的不能达成时，以其他方式

来弥补这些缺陷，来减轻焦虑，建立自尊心的一种补偿措施。生理补偿可以理解为盲人的嗅觉和触觉要

比正常人灵敏。心理补偿是人们失去心理平衡时，企图从其他的群体中去弥补为被满足的心理需求，借

以减轻或抵消不安，从而达到心理平衡的一种内在要求。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欲望被扼杀，会

导致孩子对某种事物极度的渴望，容易产生报复性补偿心理。成年时期奇奇怪怪的癖好，都是由于小时

候的需求没被满足而引起的补偿心理。对杀马特青年来说，玩杀马特和杀马特家族能让他们获得缺失的

存在感和归属感。 

3. 杀马特兴起原因分析 

杀马特从异军突起到销声匿迹仅仅经历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借助 QQ 空间迅速家族化、病毒式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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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扩张背后是杀马特这种非主流的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群特殊群体的需求。杀马特青年相似的

成长经历以及相同的工作环境，使得群体成员之间更能够产生一致的心理需求，引起共鸣。杀马特文化

的出现能够弥补在他们心理缺失的一块地方，让他们更有底气在陌生的、冷漠的城市立足。 

3.1. 缺乏存在感 

杀马特群体中多半的人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的陪伴和关

注，这种经历使得他们本身的存在感较低。另外，在城市电子厂机械单调的流水线，人的主观能动性被

忽视，业绩至上的环境下人的心理需求得不到关照。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很难

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些原因导致了杀马特群体缺乏存在感。 

3.1.1. 第一代留守儿童 
2001 年 12 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兴起了

农民进城务工的打工潮，90 后的农村孩子成为了最早的一代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

方外出打工而需要留守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人口流动的产物(江荣华，2006)。留守儿童是社会弱势群体，作为家庭结构肢解化的承受者，作为中

国城镇化不完全发展的代价承受者和衍生现象，理应受到社会的关注(邬志辉，李静美，2015)。但是，家

庭结构不完整，父母教育和关爱的缺失，隔代抚养的弊端对留守儿童安全、生活、学习和心理带来的影

响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留守儿童问题未受到应有的关注。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不仅缺乏精神上的关

爱，还缺少物质上的支持。90 后的一代农村青年是中国最早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经历给他们带来的

不利影响会随着他们年龄见长慢慢显现出来。缺乏亲密情感交流的儿童常常表现出情绪行为发展的异常。

父母的关爱和抚慰是儿童心理健康成长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母爱或者父爱的缺失不仅导致留守儿童自

卑焦虑、敏感多疑的性格缺陷，还有可能驱使他们从同辈群体寻求补偿(黄小娜，吴静，彭安娜等，2005)。 

3.1.2. 新生代打工者 
在四川美术学院的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用自述的方式记录了 60 多位杀马特的经

历，这些曾经的杀马特除了是留守儿童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在电子厂打工。大多数的留守儿

童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进电子厂打工，继父母的后程，成为了农民工二代。流水线的工作机械又单调，

工人就像是一个零件一样，每天十二个小时的上班时间，每个月两三天的休息时间，幽暗的工作环境，

高强度的流水线作业，不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械工作，工人很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富士康是一家加

工装配电脑和其他通讯设备的电子加工厂，2010 年一年内，富士康发生十四起跳楼事件，跳楼的人员大

多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足以让从来没有在流水线上工作过的人感受到电子厂工作的压抑以及流水

线作业给心理健康带来的巨大影响。杀马特就是这样一群在电子厂重复单调工作的青年，像流水线上的

螺丝一样，不被人关注，老板拖欠工资或者人身安全受到损害了，也不知道如何维权。在纪录片中，一

位杀马特青年说当他们灰暗的人生第一次看见鲜艳的颜色的时候，整个人都很兴奋。随后，这种夸张和

鲜艳的发色迅速成为一种风潮，引得这些农村青年纷纷效仿。这种非主流的造型能让别人多看他们几眼，

哪怕路人的眼神是鄙夷的，这都会让他们感觉到被关注，他们是有存在感的。 

3.1.3. 城乡户籍制度 
我国城乡关系的实践经历了计划性城乡二元结构、市场性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融合

等不同阶段。尽管在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后，以户籍、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土地为主的关系城乡二元

体制的关键性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在杀马特盛行的年代，城乡资源供给不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存在差距等问题依然凸显。进城打工农民工的“空间城镇化”并不代表身份的市民化，也不意味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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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享受和市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和公共服务，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平等公共服务和福利作为一种社

会屏蔽机制依然在起着身份区隔的作用。这一社会排斥是国家或组织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既

有政策本身的价值导向因素影响，又有政策失误或不当因素影响，并且这种排斥得到了国家政策、法律、

社会习俗等的认可。户籍制度不仅区分了个体的身份属性，还决定了个体享有政府公共资源的权利和数

量。新生代打工者继承了父母“农民”身份的属性，作为城市底层的弱势群体，在“消费至上”的社会

里，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身影被关注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3.2. 缺乏归属感 

“杀马特”群体与其他青年群体之间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自成一派的装扮风格很明显地将杀马特

与其他群体的青年区别开。相对严格的组织管理模式加剧群体成员对杀马特文化的认同，以及社会其他

群体的排斥迫使他们“抱团取暖”，群体成员的心理距离更加亲密。 

3.2.1. 杀马特组织化强化归属感 
杀马特的主要联络方式是 QQ 群，杀马特 QQ 群组不同于现有的一般的娱乐性的群组，成员关系呈

现出组织化的特点。内部关系组织化有以下的几点表现：一是相对严格的审核制度。通过群主或者管理

员引荐，外部成员的才有可能加入杀马特群组。要加入正式的群，申请者必须用等级较高的 QQ 号申请

进入审核群，审核通过后才能正式进入“家族群”。在审核期间，等级高的杀马特会要求新成员拍摄自

己“杀马特”造型的照片，上传到 QQ 空间，积累一定的点赞量。群组成员的认可、网络在线时长和群

体活动的表现是判定新成员能否通过审核，转为正式家族成员的重要依据。二是杀马特内部有严格的等

级制度。“杀马特”QQ 群会划分成员等级，如现在的 QQ 群一样，每个群有自己特有的头衔。群成员等

级高低的主要因素是进群的时间和在群内的活跃程度，那些进群时间较早，在群里积极发言人，是“元

老级”的人物。三是杀马特家族各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旦成为家族的一员，就要为杀马特家族

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些人负责教新手如何打造更专业的“杀马特”造型，有些人会帮助成员装扮他们的

QQ 空间和修图，还有些人负责制作宣传视频，并上传至 QQ 空间、腾讯视频等网络平台，进行网络推广

(刘静玉，2016)。严格的群组管理方式不断强化成员对杀马特文化的认同，每个成员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

杀马特，努力去维护集体，服从前辈的安排，这会加强成员对集体的归属感。 

3.2.2. 相似的装扮风格强化认同 
杀马特的装扮风格与“视觉系”紧密相连。视觉系摇滚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美，随着时代进

步，人们在追求听觉满足的同时，对歌手带来的视觉效果提出了新的要求。视觉系是用服饰和化妆来表

现音乐，歌手经常染不同的发色，穿夸张华丽的衣服。杀马特只模仿日本视觉系的妆容、发型和服饰，

对音乐元素无任何保留和创新。除了借鉴视觉系夸张的造型以外，Cosplay 和 1999 年开始连载的日本漫

画《火影忍者》中的很多角色形象被“杀马特”吸收利用。一时间，杀马特招摇的发型和艳丽的服饰迅

速在一大批在电子厂打工的 90 后群体蔓延。杀马特不同家族经常发表各种宣言，不断强化的家族意识使

得每个家族成员都只对自己的家族产生认同归属。认同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或属性，是有关某

个集体的共同认知。认同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似性，以及集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性和相

似特征，一个团体的相似性正是他们与我们的差别性，对杀马特来说，团体内相似的装扮风格就是这个

团体的特别之处。这不仅有别于主流文化，也区分于其他形式的亚文化，对这一点的强调，使群组成员

对这一群体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3.2.3. 社会的嘲讽加剧对归属感的需求 
不论杀马特的存在合不合理，杀马特的出现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背离。传统文化要求青年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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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本分行事。而杀马特顶着显眼的发型招摇过市的时候，不禁会引起固守传统派和以小清新为代表

的中产阶级的口诛笔伐。传统派认为这种夸张的装扮是离经叛道的行为，挑战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小

清新派更不想让用廉价地摊货包装的杀马特分割自己的流量。杀马特群体除了在电子厂工作 12 个小时的

以外，最主要出入的场所是理发店和网吧，他们拍照往往是用网吧电脑的摄像头，没有相机，他们收入

的部分邮寄给家里，剩余的部分捐献给 Q 币和理发店。消费社会对穷人的态度是“零容忍”，不仅通过

各种物质手段将他们驱逐，还将他们描写成无知、愚昧、粗俗、堕落甚至邪恶的群体，在精神上隔离他

们。所以杀马特成为他们口中的“异类”、“脑残”、“物质和文化贫民”“毫无美感可言的山寨版”

和“邪教”。来自社会的嘲笑和鄙视，加剧了杀马特青年对群体的归属感，在群体的内部，他们是一个

团体，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成员有相似的经历，不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杀马特成员的内心是恐惧的、

胆怯的，对于这个从来都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年幼他们总是对外界存有防备心理。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

发型让外人觉得这个人不好惹，是坏小孩，这是他们自己建设起来的防御机制。杀马特群体，是他们心

灵的归宿，能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他们明白彼此胆怯，不用伪装。 

3.3. 向往自主感 

3.3.1. 相对自由的生活给予杀马特更大的自主性 
农民工二代青年因为留守儿童的经历，相比较于其他非留守儿童，父母的管理和约束相对较少。在

隔代抚养的情况下，留守儿童更加容易和爷爷奶奶产生更加亲密的关系，而非父母。当年幼的他们来到

陌生的城市时，父母的说服教育和管理劝导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或者依旧还是缺失的。缺少家人约束

和管理的生活给了他们很大的自主性，再加上青少年对于如何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等方面的迷茫，使得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过分依赖外形的塑造来获取对自我的认同，对外表的刻意追求和标新立异让这些青年

走向了极端，最终以惊世骇俗的装束打扮来表达自己。杀马特青年自我确认和表达自我的意识非常强烈，

甚至将网络角色带入现实生活，突破主流社会给青少年预设的那些规定性的角色限制，充分挖掘“多重

的自我”，并大胆展现出来。杀马特青年这种大胆、前卫、勇于展现自我的自主意识，乃是很多其他群

体无法企及的。 

3.3.2. 杀马特青年对权威的抵抗 
强烈的自主感迫使杀马特青年渴望具备成人的自主权，能够自由的决定穿衣打扮、行事风格。但是，

成人世界要求青少年按照主流文化接纳的方式穿着打扮，而青少年则希望自己可以更多地选择自己喜欢

的穿着方式，二者发生对立的时候，成人往往凭借权威和话语权力对青少年施加压力，这就导致了很多

青少年产生了沮丧焦虑的情绪和对权威的不满心态。其中一部分青年会产生逆反心理，以奇装异服和惊

悚的外表造型来对成人世界做出反抗，挑战主流文化，迫使父辈承认自己的自主权。从这个层面上讲，

杀马特青年奇装异服的目标，就是以抵抗的方式来逃脱成人社会的控制。 

4. 几点思考 

4.1. 理性看待城乡身份 

无论是作为没有享受到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还是辍学进电子厂打工的农民工二代，杀马特青年都

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商业化网络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文亚文化现象被商业媒体收编和利

用(姚晓鸥，2016)。在长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施过程中，社会习俗和民众认知对“农民身份”产生了排

斥。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元刻板印象威胁显著降低农村高中生的学校归属感(杨宝琰，柳玉姣，2023)。这些

农村青年很容易对原有身份产生模糊认识，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的处境使他们将自己看作城市和

农村之间的“第三元”(张天潘，2014)。这种身份认同危机极易导致心理失衡，进而产生自卑感与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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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杀马特青年的从前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环境待遇导致他们存在感和归属感长

期缺失，他们尝试用一种极端的、疯狂的方式来弥补长期缺失的存在感和归属感。探究一种科学、合理

的户籍制度并改变与户籍身份相联系的社会排斥显得非常的紧迫。这不仅仅是要求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

社会保障权益，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积极引导民众用一种理性的健康的方式来认知自己的身份标签，

让民众认识到城乡身份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城市群体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以

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体的农村群体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城市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他

们应该被尊重和关怀。 

4.2. 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包容性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罗福兴说他经常被请到综艺节目中，他在那些综艺节目中最常说的

话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这不禁引发深思，杀马特在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都没有对社会和个人造

成损伤，却要像罪犯一样对公众进行忏悔和反思，表达歉意，更何况他是杀马特家族“教父”一样的人，

曾经受到成千上万的人的追崇和膜拜。杀马特作为一种亚文化，一种非主流，一场审美自觉的运动，是

一个群体自主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对主流权威的抗争，现在看来，把杀马特当作“异端”简单粗暴处理

的做法缺乏深思熟虑。杀马特青年也只是通过一些夸张的造型表达他们基本的心理诉求，想要得到基本

的存在感和归属感。通过玩杀马特，这批常年工作在流水线上的人得到了一些心理满足的，不然可能会

有更多的富士康事件上演。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背景，杀马特走

向终结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今天，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应该想是否存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来对他们

进行引导，既不显得他们那么离经叛道，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包

容性，对小众亚文化的包容，这个社会多元性的体现。当罗福兴再次以杀马特造型回归公众视野时，这

说明尽管还有反对的声音，但是这个社会给了他们勇气去表达自己，给了他们包容去展示内心，这是社

会的进步。主流社会唯有充分理解和善意的接纳这种小众的亚文化，才有可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张乐，常

晓梦，2014)。 

4.3. 关注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影响进城农民工贫困的重要因素(吴丽娟，罗淳，2021)。农民工属于城市的边缘人群，当

面临城市生活的各种压力时，心理承受和抗压能力较低，容易出现自卑、抑郁、孤独等各种心理健康问

题(曹成刚，2013)。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感知被他人尊重的程度降低，晋升和表达机会公平度

的满意水平下降，进一步导致与同事、亲友和邻居的比较中处于劣势，最终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

问题(卢冲，伍薆霖，2019)。对留守儿童来说，父爱的缺失会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赵小燕，邱云，张芸，

罗尧竞，2018)。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之下，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子女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

度的提升，生活条件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善，心理健康作为影响个人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应该对

心理健康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对于缺乏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群体、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以及在流

水线上工作的农民工群体，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相关部门应该组织成立特殊群体的

心理问题干预治疗中心，做到及时干预，以防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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