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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偶像崇拜是当今普遍的社会现象，也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从意义分析疗法的视角来看，偶像

崇拜是青少年探寻自己生命意义的渠道之一，青少年在偶像崇拜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创造、爱和苦难的方

式体会到相应的创造性价值、体验性价值以及态度性价值，进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命意义。理解青

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有助于引导他们通过健康的偶像崇拜行为形成稳定的自我，为其顺利过渡到成年

角色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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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th idolatry is a common social phenomenon nowadays, which has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otherapy, idol worship is one of the methods for tee-
nager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ir own lives. In the process of idolatry, teenagers can expe-
rience the corresponding creative value, experiential value and attitude value through the ways of 
creation, love and suffering, and then obtain their own unique meaning of live. Understan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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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of idolatry is helpful to guide teenagers to form a stable self through healthy idolatry,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smooth transition to adult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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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偶像崇拜是青少年社会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

自 2005 年《超级女声》节目播出后，我国偶像崇拜的浪潮开始兴起[1]。而 2018 年起以腾讯、爱奇艺两

大平台为首推出的《创造 101》《偶像练习生》系列选秀节目再次引发全民“pick”偶像的狂欢，由此“养

成系偶像”这一全新的偶像生产模式进入大众视线，中国也进入了新的偶像工业时代[2]。而时代发展至

今，偶像崇拜开始变得普遍化、多元化，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有自己的偶像，但不仅仅局限于大众认为

的“爱豆”，还包括影视演员、歌手、主持人、运动员、科学家甚至虚拟 AI 角色等等[3]。 
以往的学者认为青少年崇拜偶像的过程也是一个心理认同的过程，它为粉丝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

分类的群体身份，让他们能体验新的情感、创造新的经验，因此合理适度的偶像崇拜可以对青少年身心

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程度的导向、辅助作用，但是在这样的认同过程中，个体不止对群体产生了群体认同，

对于偶像也将其视作了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因此群体利益、偶像利益都化作了自我利益，当自己属于的

粉丝群体受到威胁时，粉丝会愤怒、攻击威胁的对象，当偶像遭遇危机时，粉丝会产生“拯救偶像”的

使命感，拼尽全力维护他[4] [5] [6] [7] [8]，由此便引发了病态的偶像崇拜行为，不仅对青少年自身发展

不利，还造成了社会的不便，青少年偷用家长账号“非法集资”、为了追偶像围堵机场、商场等公共场

合等负面社会新闻屡见不鲜。 
过去的研究中主要采用了以下两个心理学派的观点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进行解释，一是精神分析

学派，如史佳露以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为基础，认为青少年对偶像的崇拜是为了实现对自我同一

性的确认[9]；而龚超和吴进华则从自体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青少年的合理偶像崇拜是心理发展的正常

表现和结果，是为了满足其镜映自体客体需要、理想化自体客体需要以及孪生自体客体需要[10]；二是人

本主义学派，认为偶像崇拜是出于青少年自我实现的需要，将自身对成功的诉求转化为对明星的崇拜，

在他们身上寻找自身的未来，其次偶像崇拜也是出于归属的需要，处于青春期阶段的青少年有强烈的寻

求归属于某个同伴群体的需要，因此无论是主动崇拜还是被动崇拜，青少年为了获得与团体的一致性而

不被孤立，偶像崇拜是最好的手段[11]。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一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偶像是青少年心灵的寄托，偶像崇拜丰富了青少

年的精神生活，满足了他们的文化娱乐需要，但另一方面，在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尚未完

全形成、认知判断能力不够成熟的情况下，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极易表现出盲目性和过激性，不利于青少

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进行研究，了解青少年的内心世界，理解他们崇拜偶像的目

的和原因，有助于及时、正确地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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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弗兰克尔的意义分析与青少年偶像崇拜 

2.1. 弗兰克尔的意义分析 

意义分析疗法(Logotherapy)是弗兰克尔在吸收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超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

析和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在集中营的经历提出的一种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意

义分析理论包括三种相互联系的基本假设：意志自由、意义意志以及生命意义，意志自由是指人类完全

具有精神上的自由、态度上的自由，该理论认为虽然免不了受到环境的影响，但人们依旧可以选择自己

的态度和立场，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拥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意义意志即是追求意义的意志，弗兰克尔

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人生意义的，它是个体精神层面上的主动选择，人的最基本的动机就是在存在中

尽可能地发现更多的意义、实现更多的价值；最后，弗兰克尔认为生命意义具有两重性，既有客观性又

有主观性，一方面意义是可以发现的，它本身就具有现实性，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另一方面，每个人的

生命意义又具有独特性，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生命意义，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条件下其生命意义也不

同[12] [13]。对于个人而言，个体便是兼具这样的意志自由和意义意志的存在，当人们以此二者为基础去

追寻存在价值之时，生命意义便会逐渐得到彰显和充盈[14]。整体理论重点关注人的生命意义所在，并提

出了发现生命意义的三种途径：创造或工作、爱和苦难，通过这三种途径个体能感知到相应的创造性价

值、体验性价值和态度性价值三种价值，实现生命的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升，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但

人们的精神压力也日益凸显，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无数的压力和冲突、找不到自己日复一日工作生活的

意义等等导致大众产生身心分离的疲惫感和孤独无助感，最终体验到“存在空虚”，甚至患上抑郁、焦

虑等。现代人群普遍存在的精神焦虑和存在空虚感正是意义分析疗法的治疗指征，它为解决人们的心理

障碍提供了新的方法，同时与传统精神分析或行为主义疗法完全不同的理论方法使得意义疗法对于正常

人的生活也具有指导作用，能更好地应用于当今社会人们所面对的问题。本研究即从这一新的视角来探

讨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现象。 

2.2. 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探寻生命意义的渠道之一 

我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在生活中的大多数决定都听从于父母，学习什么技能、交什么样的朋友、

未来读什么专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人生大多都在父母的规划下，不是在做其他人做的事，就是

在做其他人希望他做的事，由此产生了存在空虚感，心烦意乱但又不知道烦的是什么具体的事。但与此

同时青少年正处于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期，尤其是现今 00 后、10 后等生长环境的不同导致他们的自主

意识和需求更为强烈，他们追求自由，渴望他人能像对待成人一样对待自己，渴望找到自己存在于这个

世界的意义和独特性。因此在心理上青少年会开始远离父母，试图切断原本所依赖的情感支撑、选择向

外拓展以证明自己的独立，在行为上他们则会不断尝试能证明自我权力、自我意志和自我价值的活动。

在如今这个娱乐活动相当丰富的时代，青少年通过各类网络媒体所能接触到的最多的信息就是偶像明星

相关的信息，因此偶像崇拜成为了众多青少年选择的满足自身上述心理和行为需要的一种方式。 
弗兰克尔认为人类存在的意义以人的惟一性和单一性为前提，但这个惟一性必须通过团体生活来实

现。偶像为青少年与同龄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共同的话题，他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在彼

此认同过程中心理距离也在拉近，继而在虚拟网络或现实世界中聚集在一起形成高凝聚力的粉丝团体。

Whiteman 指出网络时代的网络粉丝社群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15]，内部区分为路人粉丝、普通粉丝和

核心粉丝等层级，随着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投入程度加深对应着前述三个粉丝等级，在这类似于“升级打

怪”的粉丝“等级晋升”期间，青少年得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找寻到自己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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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通过创造或工作获得生命意义 
通过创造或工作获得生命意义是指人应当从我们所给予生活的东西中，从我们的创造物中实现创造

性价值，进而发现生命的意义。所谓创造性价值蕴含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创造过程中，具体来

说，某种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因个体的创造活动而出现，个体得以影响了环境，同时因创造得到别人的认

可称赞；又或者个体通过工作产生成果，工作成果继而产生某种影响，都能使个体体验到充实、快乐和

愉悦的感觉，进而感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如今“赋权式粉丝”模式是偶像崇拜的主流，所谓“赋权式粉丝”大致表现为粉丝除了“养成”偶

像外，还承担着“经营者”和“推广者”角色[8]。粉丝中很大一部分人会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主动地

去学习包括文学创作、剪辑、第二语言、周边设计等在内的技能，并以偶像的影视资料、生活经历等进

行再生产，即所谓的“二创”，这是一种主动性的、充满激情的创作过程。而在现今社交媒体十分发达

的今天，微博、B 站、抖音、小红书、Lofter 等等平台都成为了这些粉丝分享自己创作出的“作品”的渠

道，平台的其他用户即是数量庞大的潜在观众，一个好的二创作品在这些平台可以收获上百万甚至更多

的播放量，同时也可以为粉丝所崇拜的偶像“引流”，使得偶像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对于粉丝而言，自

己的作品收到同为粉丝或者路人的肯定，偶像因为自己的作品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都会让他产生巨大的

成就感，进而能因此体会到掌控感、胜任感以及自己存在的意义。 

2.2.2. 通过爱与被爱获得生命意义 
通过爱与被爱获得生命意义指的是体验某种经历感受，不管是结交某些人还是直接的爱与被爱，这

种过程都可以丰富、提高人的生活经验，使其感受到体验性价值。 
从直接的爱与被爱方面来说，彼此的爱，使被爱之人向所爱之人所期望的样子努力，让自己成为对

所爱之人更有价值一般的存在，且无需回报，因为在努力的过程中，就会实现自我丰富，感受到幸福的

价值[16]。在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会把偶像当作可以倾诉的对象，通过譬如微博私信、

评论、写信、参加专辑签售等不同形式和途径向偶像表达情感，“营业”的偶像也会相应的做出一些回

应，而在这样的偶像粉丝双向交流的关系中，粉丝会对偶像产生浪漫式或认同式的依恋[17]，例如现在常

见的所谓“女友粉”“男友粉”，甚至“妈妈粉”等等。不论是哪种粉丝，他们对于自己的偶像都会有

一种“我要努力变得更好，变得更优秀以后去见他/她”的心态，并真正做出努力，还会在个人的朋友圈

或微博平台晒出“凭证”，例如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某类资格证书或是简单的个人小目标完成图等

等，在他们为了变得更好的努力过程中，就感受到了快乐、实现了自我的丰富、自我的价值。 
从结交到某些人这样的经历感受来说，King 提出可以通过归属(关系)和行动(参与有意义的活动)的

方式建立生命意义感[18]。大部分粉丝在偶像崇拜的过程中都会加入某个粉丝团体组织，在这样的粉丝团

体内部，由于粉丝共同的崇拜偶像以及表现出的相似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使得粉丝很容易对粉丝社群产

生情感认同和身份归属。另外，偶像粉丝群体间还会建立一种拟亲属感，他们通常有着统一的称呼，例

如李宇春的粉丝叫“玉米”、TFboys 粉丝叫“四叶草”等等，粉丝群体内部以“家人”相称，构建一种

相隔万里的拟亲属关系。家庭是个体生命意义感最初的来源，个体往往在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中发现和创

造意义感[19]。婴儿从出生开始便与父母相互依存，出于对关系的需求与渴望，父母和孩子共同构建一个

家庭，这个家庭就被赋予了意义，家庭成员也由此获得了意义感[20]，而处于“心理断乳期”的青少年往

往渴望独立，潜意识方面开始尝试从心理上远离父母以确认自我的独特存在，但又不能完全独立，远离

父母让他们产生了无处依靠的危机感，因此他们又必须寻求一种能被接受的方式来化解这场危机，偶像

粉丝群体的这种拟亲属感在某种程度上为青少年组建了一种新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他们得以

和“家人”相互依赖，发现和创造自己的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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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今的粉丝文化而言，粉丝仪式化行为是每个粉丝团体必不可少的特点，仪式化行为包括日常的

超话签到、粉丝应援群打卡、偶像微博评论控评打卡等等，有时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周年纪念日活动，例

如在 KPOP 粉丝圈中遇到偶像出道周年，就会有常见的广告应援打卡、粉丝特供咖啡店以及偶像歌曲随

机舞蹈活动等。粉丝内部个体间其实存在着年龄、职业等差别，而粉丝社群组织的这些内部粉丝交往活

动可以加强粉丝之间的社会关联，使得不同属性的粉丝群体间打破既有的物理边界和群体边界的区隔，

构建统一的粉丝团体。此外，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仪式过程能够促进仪式参与者之间高度的积极互动

[21]，粉丝间的这种仪式化活动强化了粉丝个体与团体、社会间的潜在联结，促进了他们与他人形成积极

人际关系，很多粉丝通过这些仪式化活动结交到同好，人际圈得到拓展，同时还能获得来自同好的积极

关注和情感支持，使他们体验到自我价值，对自身的生命意义进行了积极建构和确认。 

2.2.3. 通过苦难获得生命意义 
弗兰克尔认为如果人能够勇于直面苦难的挑战，并尽全力去战胜甚至超越苦难时，就能从中实现自

己的态度性价值并感悟生命的意义。所谓“苦难”并不单指生死存亡这样至关重要的时刻，任何使得个

体遭受强烈痛苦的事件都可称作苦难。苦难是人获得生命意义的途径，但不是必要条件，如果通过苦难，

人的能力得到增长，结交到某些人、有了某种感悟认识等等，那这个苦难就是有意义的，如果仅仅只是

苦难，人在其中得不到除了痛苦以外的任何东西，那这个苦难就是没有意义的。 
对崇拜偶像的粉丝群体而言，偶像塌房便是一种苦难。首先青少年崇拜偶像是对自我潜能的一种肯

定，在偶像崇拜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将理想化的自己投射于偶像身上，对偶像产生认同和依赖，

看着偶像成长、功成名就就好像是那个理想的自我获得了成功一样，而偶像塌房则是对青少年预示着理

想自我的不可及，是对他们自我潜能的一种否定。那些偶像光环褪去后甚至还不如一些普通人，这种理

想与现实的差距扩大了青少年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有碍于他们自我同一性的整合，造成同

一性混乱，使其陷入迷茫与痛苦之中。其次，在现今粉丝经济文化下，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已经变成了一

种情感投射和经济供养的异化追星模式，粉丝同时兼具追随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2]，粉丝对偶像投入

过多情感，偶像及其背后的资本亦迎合着粉丝的需求，主动营业给粉丝带去情绪价值，这样的正面强化

使得粉丝不断加深情感投入；同时资本和一些大粉还会给许多粉丝灌输“不花钱就不是粉丝”“不给偶

像花钱就是不爱他”等等“洗脑”言论，使粉丝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投入了大量金钱，这样高的情

感和物质投入导致沉没成本也过高，想要在偶像塌房之后立即放弃这样的情感和关系无疑十分困难，放

弃之后也很容易陷入巨大的空虚之中。 
在偶像塌房之后，一部分人认识到过于理想的“我”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他们需要重新调整目

标，重新建构理想自我，进行自我的再认识并选择从对偶像的过度沉迷中抽离出来，这样的新理想自我

如果具备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成为青少年自我发展的现实动力，有助于他们顺利进行自我同一性的确立；

此外，当青少年能理性看待偶像塌房后，他就能认识到在整个追星过程中，自己已经掌握了许多以前没

有的技能、结识了众多有共同观念的好友，各方面自身都得到了成长。因此，即使偶像塌房给青少年带

来了一定程度的痛苦，但从整体来说，整个偶像崇拜的过程对于他们仍旧是有意义的。 

3. 结语 

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人生的意义的，偶像崇拜行为是青少年独立意识觉醒时期自主探索、追寻自己生

命意义的渠道之一。青少年在青春期试图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并尝试能证明自我意志的行为，通过偶像崇

拜他们能够找到新的情感寄托，不至于体验到孤独感，又能融入粉丝团体中参与对偶像的“塑造”，体

验到掌控感和自己的存在价值。具体而言，崇拜偶像的过程中青少年能以创造、爱和苦难的方式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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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价值、体验性价值和态度性价值，进而获得自己独特的生命意义。 
可见偶像崇拜不过是青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合理的偶像崇拜有利于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发展，可以促进青少年寻求更高的价值并为其进入成年角色奠定基础，避免其因找不到人生的

意义感到自身存在的空虚，进而患上存在性神经症。了解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心理，有助于我们从不同方

面对其展开帮助与引导：首先是在学校方面，教育工作者能够对青少年形成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改进

教育的方式，例如将偶像崇拜引入心理教育课堂中，将此过程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

引导青少年对偶像崇拜行为进行思考；在家庭方面，家长能够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与他们形成共通的

情感联结，针对孩子的偶像崇拜行为提出合理性的建议；而个人方面，青少年能够明晰自身行为，提高

对偶像崇拜现象的判断能力，避免盲目偏激的崇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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