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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介审丑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

■ 刘晓慧 吴灏鑫

从芙蓉姐姐到著姐、从凤姐到“Hold 住姐”，当网络媒

介塑造的这群另类 “民星”大行其道时，大众陷入一场

“审丑狂欢”中。在热情投入这场狂欢的人群中，最积极的

是青少年①，大学生阶段属于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第二人

格偶像崇拜阶段，对父母的养育式依恋转化为对他人的认

同式或浪漫式依恋。他们将自己偶像崇拜的目光由家庭转

向社会②，网络媒介有责任为大学生社会化提供参照和学习

的社会角色或榜样。本文试图从社会角色的角度探讨网络

媒介所挖掘和追捧的“审丑民星”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一、“审丑民星”: 网络媒介为大学生社会化提供的社

会角色

大学生社会化是大学生通过学习社会文化知识，接受

教化，把自己培养成独立成熟的社会人的过程。社会化的

施化者和受化者是社会化过程中的两大基本要素。大学生

社会化的施化者包括家庭、同辈群体、学校以及大众传媒。

20 世纪末网络的出现和崛起使学者逐渐意识到其与传统媒

体的区别，提出应将网络视为与家庭、同辈群体、学校、

大众传媒并列的社会化机构予以探讨。风笑天教授曾撰文

表示，家庭、同辈群体、学校、传统媒体、网络构成了一

个连续性很强的施化者体系③。在这一体系中，作为受化者

的大学生其主动性渐次增强。与此同时，章洁教授的调查

结果显示，2009 年大学生获得信息的媒介渠道依次为网络、

电视、杂志、报纸、广播，网络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首选

媒介④。笔者 2011 年对广西大学 ( 包括独立学院) 279 名

在校大学生进行《大学生与媒介角色认知与评价》的问卷

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目前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首选途径仍

然是网络。因为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角色的模仿、学

习与培养，所以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量，网络媒介所呈

现的社会角色势必对大学生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网络的

普及彻底改变了信息闭塞的媒介环境，昔日大学生崇拜和

模仿的“偶像”已然失去遮掩、全息呈现、光环消解，对

目前许多大学生而言，已无传统意义上的偶像可言，现在

的媒体塑造的只是角色，一个在大众媒介上扮演名人的角

色⑤。从 2004 年开始，电视节目、网络论坛相继塑造了一

类新的媒介角色——— “民星” ( 草根明星) 。他们的成名有

些源于受众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比如李宇春、张靓颖一类

的“审美民星”; 有些则源于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比如芙

蓉姐姐、“Hold 住姐”这类“审丑民星”。从“审丑民星”

的影响力与商业价值看，网络媒介塑造的“审丑民星”这

一社会角色似乎更被社会所认可，成为影响大学生社会化

的重要因素。

二、以丑为美: 网络审丑为大学生展现的媒介态度

芙蓉姐姐、“Hold 住姐”等众多审丑民星的走红遵循着

这样一个传播链条: 论坛、BBS、社交网站、门户网站的热

炒与关注→传统媒体跟进，大面积跟风报道→形成知名度，

赢得广告商关注。要引发网民大量的讨论与关注，需要众

多“网络水军”的铺陈，在校大学生就是“网络水军”的

重要成员⑥。从芙蓉姐姐到“Hold 住姐”，网络媒介所塑造

的相异于传统审美标准的媒介角色相继走红，他们的相似

之处在于颠覆传统的审美标准、社会规范。他们的言行大

胆“出位”，搞怪作秀式的 “自我展示”带有极强的目的

性，甚至包含一定的商业目的，与明星的炒作本质上一致，

都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成为社会话题。这里的 “丑”

是广义的，它以一种反传统、另类的方式呈现。在这样一

个泛偶像时代，大学生们看惯了衣着光鲜的明星，对重复

刺激的美反应减弱，而对一些另类的人更感兴趣。

作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首要渠道，网络媒体通过 “审

丑民星”所呈现的“假恶丑”的价值观，对大学生群体的

冲击较大，笔者在调查中发现，89. 7% 的大学生在首次接

触这类“审丑民星”时还是颇为震撼的。事实上，丑与审

丑本身客观存在，并非问题所在，关键在于后现代社会网

络媒介对丑的态度与解读。审丑的目的本应是通过 “丑”

鞭笞社会，激活理性，实现审美。但“以丑为美”却是目

前网络媒介所展现的态度，甚至将其解读成是值得赞赏和

纵容的。因此，大学生们透过网络媒体看到的是，马诺式

“拜金主义”言论的反复出现、因艳照曝光成为网络红人的

闫凤娇成功上位……这使得大学生们渐渐将其视为一种可

以接受的常态，甚至是成功的捷径。这种审丑不具备任何

历史批判价值，更不具备激发人意志、唤醒人心智的本质

作用，是对丑的无意义解读。审视网络媒介所塑造的“审

丑民星”，足见当今网络媒介的审丑已陷入英国美学家李斯

托·威尔所指出的“对丑的病态追求”。

刘晓慧 吴灏鑫: 网络媒介审丑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来稿摘登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从偶像丧失到角色颠覆———媒介化社会大学生对媒介角色认知与评价的社会学解读”( 项目编号:

09YJC860009) 的阶段性成果。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57946?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150 现代传播 2012 年第 4 期 ( 总第 189 期)

三、角色不清: “审丑民星”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随着大学生社会化的推进，其“自我实现的需要”不

断增加。这种需要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隔离

和原子化的加强使大学生更多地通过微博、博客、BBS 等

电子化形式来完成社会化中所必须的社会互动。在网络塑

造“审丑民星”的过程中，大学生通过这些虚拟的社会互

动逐步接受这一社会角色。然而，网络环境下这一社会互

动强调的是具体形象和行为模式的灌输，忽视角色所应具

有的、正确的社会规范的培养，从而导致网络媒介肆意追

捧“审丑民星”的同时罔顾作为名人所应遵循的社会规范，

使大学生在角色学习和培养的过程中行为方式社会化与角

色规范社会化脱节，造成角色不清，即大学生不知道“审

丑民星”这一社会角色的行为标准是什么，不知道这一角

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

芙蓉姐姐刚在网络媒介上亮相时，大学生在网上是一边

倒的谩骂与攻击，之后著姐、凤姐等“审丑民星”的推陈出

新，直至“Hold 住姐”的出现，极好地诠释了大学生在网络

环境下的审丑过程。面对网络媒介所塑造的这些媒介角色

“自我表露”的“丑”，大学生从最初的新奇、惊叹发展为一

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并逐步确认自我表露的可能及实施。

使“丑的表露就能走红”的观念逐渐成型。在笔者所调查的

大学生中，54. 7%的学生认可这一观点，余帅在《网络传播

下大众的“审丑疲劳”》一文中也明确提出大学生群体中出

现“审丑民星”的追随者甚至实践者⑦。

在这一“审丑”过程中，大学生从品评到模仿“审丑民

星”的自我表露，成为其自我彰显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审

丑”的快感，使他们从考试、人际交往、找工作等烦恼中暂时

解脱出来。然而，这种快感是一时的，因为当今网络媒介的

“审丑”是对丑的病态追求。网络媒介将丑的角色、现象原生

态地呈现在大学生面前，不加掩饰，不予引导。这种“赤裸”

使网络媒介在经济效益上收获颇丰，并掀起一场“审丑狂欢”，

大学生群体在这场狂欢中作为围观者或参与者，首先给予的是

嘲笑、讽刺甚至人身攻击。这种“审丑”违背了真正意义上的

“审丑”原则。这种颠覆在缺乏把关人的网络媒介中随处可见，

频繁地刺激着大学生的感官神经，“见惯不怪”使他们对于丑

的传播内容甚至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反应能力逐渐减弱甚至

麻木，而且网络媒介中“没有最丑只有更丑”的传播内容将大

学生的麻木程度不断推向新的高度。现在查询有关大学生对芙

蓉姐姐、凤姐、著姐等“审丑民星”的评价，会发现已然扭转

了几年前一边倒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这类“审丑民

星”的行为表示理解甚至给予支持，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

64. 3%的大学生对网络媒体不断推陈出新的“审丑民星”逐渐

丧失了批判的热情与动力，网络媒体对这种颠覆性“审丑”的

追捧以及作为引导者角色的缺失逐渐模糊了大学生的美丑界限

和是非标准，使他们不清楚“审丑民星”这一社会角色的标准

和规范的同时，也导致他们在社会角色的学习与扮演中行为方

式社会化与角色规范社会化的失序。

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指

出，对于大众媒介所提出的新见解，受众若因此而改变了

原有的看法，媒介则为社会树立了新的规范。根据这一观

点，我们不难理解网络媒介通过频繁追捧“审丑民星”提

出了与传统价值观和规范相异的“新见解”，而大学生对这

些媒介角色从原先的排斥与嘲讽到后来的接受与模仿，表

明网络媒介无形中确实为大学生树立了 “新的规范”。然

而，网络媒介的颠覆性“审丑”使其树立的新规范与社会

固有的规范之间无法调和，新旧规范的冲突使大学生在角

色学习与扮演的过程中角色不清的问题进一步加剧。

四、结语

大学时期是人生道德意识形成、发展和成熟的重要阶

段，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思想道德、是非、美丑观对大学生

一生影响深远⑧。然而作为大学生社会化施化者的网络媒介

为吸引受众，以“新、奇、特”的方式去挖掘所谓的“爆

点”，当后现代风格与大众文化联手后，“新、奇、特”被

消解成“丑、怪、异”，最终演变成持续的“审丑”。媒介

角色的颠覆性，直接挑战了社会固有的审美标准，导致了

“以丑为美”的扭曲取向。应该说，这种媒介角色的变迁、

媒体引导角色的缺失使大学生的“审丑观”社会化为流于

表面、无意义的“审丑”，改变了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和认知

状况，造成了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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