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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th sub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and important cultural sectors in modern society. 
It not only reflects prominent social problems and cultural symptoms in a timely manner, but 
also reveals the ideological dynamics of youth groups and the prevalence and changes in social 
life. The research on youth subculture not only has a long-term academic history and theoreti-
cal accumulation, but also has a stable development trend that fits the current society. The au-
thor select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youth subculture in recent years to analyze, and tries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its basic topics, observe research trends, summarize and comment on recent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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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亚文化是现代社会中极具活力、贴近时代脉搏的重要文化板块之一，它不仅及时体现突出的社会问

题和文化症候，也昭示着青年群体的思想动态、社会生活的流行与变迁。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既具有

较为长远的学术历史和理论积淀，也具有贴合当今社会的平稳发展趋势，笔者选取近年来青年亚文化的

研究状况进行分析，试图通过对其基本议题的梳理和研究动向的观察，对近来相关研究进行总结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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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广义的青年亚文化是指青年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涵盖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特征、语

言风格、消费方式等等，是一种独立于主流文化的附属文化。兴起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已经有了较为漫长的研究历程和深厚的理论积淀，该理论在青年文化愈发蓬勃发展的大陆具有充分的用

武之地，考虑到该理论应用对象的时兴性、学术研究规律的周期性以及笔者架构能力的有限性，本文谨

选取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作为样本，对其研究近况进行总结与反思。 
青年亚文化研究在国外的发展历经了芝加哥学派时期(1920~1960 年代)、伯明翰学派时期(1960~1970

年代)和后伯明翰学派时期(1980 年代至今)三个阶段，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系统，成为国际学术界极具

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并于中国互联网与新媒介兴起之时适时传入国内，催发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意

识。2008 年之后，以马中红为代表的国内学者进一步将研究视线聚焦于青年亚文化，从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立项资助、大型学术研讨会的开展到第一个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青年亚文化研究在国内进入

学术话语领域并引发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活跃起来甚至一度呈现井喷态势。 
近年来青年亚文化研究热度回落，整体上研究数量趋于平稳，研究范式固化常态化，因此本文希望

通过对近几年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总结与反思，为其实现新的理论转向和学术面向、寻找新出路提供一定

借鉴意义。 

2. 退守与进路：青年亚文化的理论阐释和宏观解读 

有关青年亚文化理论层面的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与基础，一方面是国内学者通过理论研究

引介与阐释国外理论，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依据和借鉴，在国内青年亚文化研究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理

论体系的现阶段，对经典理论的回归是一种“退守”；另一方面是适应时代发展从新的理论维度对青年

亚文化进行更新与充实，从时代与现实的命题对其进行呼应，这是亚文化理论研究的一种“进路”，退

守和进路两相结合，才能保持其鲜活的生命力。 
近年来代表性的理论层面研究有 2018 年崔家新和池忠军发表的《青年亚文化概念解析——基于青年亚

文化历史流变的发展性考察》，该文首先通过对西方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发展与演变历程的梳理提出青年亚

文化概念的发展性——其内涵处于不断扩展与修正之中；然后提出在中国想新媒介网络环境中，青年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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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存在地位、表现形式和价值认同三个层次上发生的转变[1]。魏晓冉和平章起发表的《网络青年亚文化

的社会学分析》一文，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利用青年亚文化进行阶级和阶层矛盾分析的传统范式对新

时期的网络青年亚文化进行宏观解读。文章既分析了网络青年亚文化所折射出的社会矛盾，同时也分析了

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内在矛盾结构特征，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部落化”和“异质化”的特点

[2]。陈磊的《认同政治与伯明翰学派的学术论域》一文从政治学的角度切入，侧重于理论论争背后的社会

政治语境，分析其学术范式兴起的外部环境影响和处于社会运动中的伯明翰学人的历史背景[3]。 
关于对经典理论的继承一直在继续，但由于早期青年亚文化经典理论的大量引入使其已经达到相对

饱和状态，近年间相关理论阐释呈现减弱趋势，但这也对理论层面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相关

研究从更新的角度和切面进行了不同维度的阐释。关于青年亚文化的概念大概已经有很多中外学者在很

久远的时候便做过相应界定，在青年亚文化理论俨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理论体系的今天，崔家新和

池忠军再次提出对青年亚文化的概念辨析并不是多余或倒退，恰恰是提出了一个迫切需要我们关注与思

考的前沿问题。这是因为在青年文化理论的漫长继承与其实践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这个包罗万象的术语

被赋予了太多内涵，甚至有西方学者已经在质疑在主流文化被逐渐分解成多元文化的当代亚文化存在的

意义；其次，在国内青年亚文化理论被广泛运用至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研究，不乏泛化套用之嫌，只

有更清晰准确地理解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衍生的新内涵，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如果说《青

年亚文化概念解析——基于青年亚文化历史流变的发展性考察》一文试图在对传统概念和理论进行突破

而实现现实话语的创建，那么《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社会学分析》一文则是力图将经典理论与现实创新进

行结合，以传统的社会阶层框架作为理论依托，对当下互联网时代的网络青年亚文化进行结构性分析，

兼具理论和现实关照。两篇文章一进一退，分别演示了理论研究层面的“进路”和“退守”，新命题的

提出和旧理论的回归。 

3. 表征与具化：亚文化现象的多元展现和多维分析 

青年亚文化理论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层出不穷的多样化文化现象的分析，对某一现象或个例

进行亚文化解读也是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占比突出的一种研究议题，随着青年亚文化的不断更新与发展，

其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对于一系列或成熟或新兴的亚文化现象，不同研究者会从不同的路径对其进行分

析，本文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3.1. 对亚文化生成或流行动因的分析 

学者董子铭在《情绪释放与技术催生：新媒介环境下的“丧”文化解读》一文中，针对当前盛行于

青年群体的“丧”文化，从社会经济、群体心理和新媒介技术三个维度分别对其成因进行分析[4]，从多

维视角对“丧文化”形成动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卜建华等人的研究《“佛系青年”现象下的文化

表征与社会心态透视》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佛系”文化的流行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当前社会认知

下青年群体的价值观由传统的集体主义变迁为更倾向自由和个体的个人主义，且网络社交等网络行为推

动了青年群体从众心理的激发[5]，这些都成为促使“佛系青年”一时大热的社会心态因素。夏春秋的《单

身亚文化：青年亚文化景观的多维透视》一文也侧重于对青年亚文化形成原因的研究，他从生理、心理

和社会因素对其进行了分析[6]。 
对亚文化形成动因的分析，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着力点，但总体来说缺乏视角的创新性，比较常见

的是从社会心态、群体心理等角度进行分析，这一类更多的关涉社会学、社会心理以及群体动力等理论

方向；董子铭提出的“技术催发”即技术维度分析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角度，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视角出

发对亚文化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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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亚文化传播机制的研究 

李展和陆旖婷在《弹幕亚文化的传播机制》中对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弹幕文化的传播机制进行了分析，

他们发现弹幕亚文化圈通过贬义词语的标签化运用建构起话语权力，并通过话语权力体系强化全体成员

的团结意识，实现对他们的控制和规范[7]。林徐的《亚文化背景下鬼畜文化的传播机制》一文从鬼畜文

化的形成、传播路径以及风靡机制三个层面对其传播机制进行了研究[8]。唐杰选取 2018 年大火的网络女

团选秀综艺《创造 101》作为研究对象，他以其中的一个成员王菊的意外走红为例，分析了青年亚文化

对主流审美的抵抗和亚文化再造；并指出这一亚文化狂欢现象的背后是以消费为母题的推动[9]。 

3.3. 对亚文化传播主体的分析 

特定亚文化现象中的传播主体是对其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考察部分，但由于青年群体的广泛性和分

散性，研究难度也比较大，只能对有着特定亚文化圈层属性或参与到特定亚文化活动的主体进行研究。

《数字游戏亚文化实践中的女性青年——从女性游戏角色、女玩家到游戏女主播》一文关注到在由男性

主导的数字游戏亚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通过对她们存在其中的多重身份的考察和分析，研究指

出“在数字游戏的亚文化实践中，女性依然是男性注视和消遣的对象[10]”，作者关注到数字游戏中的边

缘性女性主体，并探讨了其在亚文化实践中的地位。再如《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环境

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一文以“帝吧出征”这一亚文化活动的参与主体为对象，通过对这

一群体的再现民族志和生活史访谈，探讨在新媒体和流行文化工业环境下复杂的文化和集体身份生产机

制[11]；研究既分析了他们作为崇拜偶像的“迷妹”，又分析了他们作为“出征”成员的民族主义者，双

重身份中都包含着特定的集体身份生产。 

3.4. 亚文化现象的其他解析 

还有很多其他关于亚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不是截取某个研究断面，而是借用青年亚文化的理论视角对

其进行相应的分析。如李其名和黄薛兵的《青年亚文化视域下的“全民直播”现象解读》，他采用参与

式观察、在线民族志等方法，对直播元年 2016 年的直播现象引发的青年亚文化症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

析，他认为直播是以兴趣为纽带形成“社群”文化，满足了青少年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心理需求；直

播也是技术赋权下文化资本的获取，直播场域通过文化符号的生产创制了新的文化空间，对文化权力进

行重新分配[12]。景瑶在《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吸猫”文化》一文中对青年群体的“吸猫”行为以及“猫

文化”的传播进行了探究，并对这一亚文化的商业收编现象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猫文化背后暗藏的消

费主义玄机使其相互依存、唇亡齿寒[13]。 
亚文化的多元文化现象与呈现既是青年亚文化具体而丰富的表征，也成为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多样化

对象，总体来看，对于青年亚文化特定现象的研究通常采取中观视角分析，以具化的文化现象或案例为

对象，集中表现为对传播动因、传播机制和其他相应角度的研究，比较局限于常规性的研究范式；但不

同的亚文化现象具有自身不同的实践特点和传播机理，特别是随着新的传播环境应运而生的新兴亚文化，

其具有独特的个性之处需要不同的研究范式去进行挖掘。 

4. 技术与生态：新媒体语境下的青年亚文化转变 

当今亚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表现为网络亚文化，而随着媒介技术和传播生态的

发展和演进，在新的语境下青年亚文化研究会产生新的特征和转变，这也成为广大学者关注的一个议题。 
对于新媒体催生下青年亚文化展现出的全新景象及与之对应的研究现状，武静在《新媒体空间中的

青年亚文化研究反思》对此进行了总结与综述，指出了新媒体空间中青年亚文化研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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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于我们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和警醒作用。首先，作者指出近年来有关新媒

体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文本分析法被当作主流方法，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需要警惕的弊端——研

究文本与亚文化群体的分离。由于新媒体空间中的文本表演成分极大，根据文本中的“身份展演”进行

“亚文化群体”界定很容易产生谬误，这种网络与现实、亚文化风格和亚文化群体的错位可能误导研究

走向错误的方向。另一方面，文章指出，“在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转向中，普遍缺乏对‘新媒体’这一重

要变量本身的关注”[14]。这篇文章对整体的新媒体背景下的青年亚文化研究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对今后

的相关研究展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有利于目前仍尚不清明的该研究领域尽快转入到清晰、明确的方

向，尤其是其中文本分析方法潜在的弊端和新媒体在亚文化研究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值得所有相关研究

者的注意。 
其他研究者有从不同维度对新媒体与青年亚文化进行考察的，新媒体或作为一种新型媒介技术或作

为一种媒介生态对青年亚文化存在着或技术层面或场域层面的影响。杨小柳和周源颖的《亚文化资本：

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解释》一文，在综述了经典伯明翰学派和后亚文化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独辟

一条蹊径，引入桑顿的“亚文化资本”概念用以解释新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在与主流文化互动中既凸显

自身逻辑又与商业达成和解的新现象。这篇文章开创新地将“亚文化资本”概念引入青年亚文化研究中，

并以新媒体时代的突出文化现象网络游戏为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两者的结合，无论是研究对象还

是研究理论的选择在相关研究中都具有创新性，而其结论关于亚文化商业逻辑和内部资本的思考超出了

既有的理论框架，比较具有突破性。 
总体来说，新媒体语境下青年亚文化的转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首先这是现实所趋，现实语境

中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已有的亚文化形态并孕育出新的亚文化现象，对新生亚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其生成

的新媒体场域和背景；另一方面，这一议题的研究也是理论所需，青年亚文化的理论发展较为停滞，局

限在现有的经典理论中，而其理论发展若想长久地保持活力和生命力就需要进行创新，而新媒体的新语

境、新技术和新生态既为亚文化实践提供了新的方式，也为亚文化的理论转向提供了新的路径。 

5. 研究反思和总结 

通过对近年来青年亚文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本文总结出以上四个大致的研究方向和议题：“青

年亚文化的理论阐释和宏观解读”、“亚文化现象的多元展现和多维分析”、以及“新媒体语境下的青

年亚文化转变”，在每个大方向之下，不同议题的亚文化研究又有不同的展开方式和路径，其中不乏有

创新之处，但也有许多落于已有研究套式、理论框架的窠臼之中。 

5.1. 近年来青年亚文化研究总结 

从研究对象来看，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层出不穷为研究提供了多元的研究对象；甚至因为近年来影视

作品的青年群体面向，使影视传播也成为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也造成对青年文化的研究过于

分散、量有余而质不足，研究大多流于表层，注重对亚文化景观的建构而缺乏对其发展、变迁背后的深

入思考。丰富多元的亚文化形成与生产固然值得众多研究者欣喜，但如果只是对现象进行堆叠，无深入

的探索和研究，也只会成为无效研究成果的堆砌，不能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 
从研究方法来看，青年亚文化研究方法仍较为单一，大多停留在质化的描述性研究阶段；此外用得

较多的文本分析法则存在一定需要警惕的问题，在前文提到的武静的文章《新媒体空间中的青年亚文化

研究反思》中有所提及；还有一些学者用到了线上民族志、访谈等方法，总体占比也并不高。对于青年

亚文化的研究亟需研究方法的创新，尤其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匮乏，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泛泛而谈，缺乏

经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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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范式看，近年来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中有少数研究结合了跨学科的视角和理论进行分析，开拓

了亚文化研究视域，这种研究无论在学术意义上还是现实意义上都更具创造性。但这类研究仅占少数，

大多研究依然囿于传统的单一理论视角和模式中，其结论和学术论调就免不了旧调重弹。 

5.2. 青年亚文化研究展望 

5.2.1. 理论研究的转向 
青年亚文化理论从起源到引入都是以西方亚文化发展和理论为模板，国内研究大多是对西方理论的

继承和借用，而批判和反思之处只占边缘性的少数。但事实上，无论是从社会环境、青年群体还是亚文

化形态来看，大陆的青年亚文化和西方理论起源的亚文化都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年代的发展与变迁，中

国的青年亚文化研究需要立足于切合大陆语境和实际的本土化理论，在继承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实现本土

化和时代化转向。因此，今后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理论研究应该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西方与大陆的辩证

中发展出一套基于中国亚文化发展现状的系统理论。 

5.2.2. 注重实践面向 
青年亚文化理论的起源深根于亚文化实践之中，理论的发展和研究的开展最终也要运用于实践中指

导亚文化实践。所以，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应尤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不能为了理论而理论，

而丧失其实践面向的基础。西方学者保罗·威利斯在做青年亚文化研究时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探求解决

现实问题的路径，而不仅仅依靠对经典理论的沿用，这种实证和经验的方式不失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可

行性模式和开放性视角。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味借鉴其田野调查的方法，方法的运用需要根据研究对象

和议题进行恰当的选择，他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应注重回到实践中、回到经验中、

回到问题本身中。我们要深入研究青年亚文化，就要回归到亚文化实践中研究青年，而不是停滞在理论

层面的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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