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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文化对青年价值观的冲击与纾解
———以“摆烂”话语为例

孙若溪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

　 　 摘　 要：“摆烂”是丧文化话语的最新表现形式，是当代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

折射。 以“摆烂”“躺平”为代表的丧文化的流行，蕴含着青年对社会生存及个人

发展的迷茫、困惑与不满，其实质是一种群体性的时代焦虑，是媒体驱使下对主流

文化的反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并给思想政治教

育实效性的发挥带来了挑战。 为此，应当对以“摆烂”为代表的丧文化话语体系进

行解构与祛魅，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高地，引导学生树立奋斗幸福观和劳动

幸福观，以奋斗精神绘就新时代的青春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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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对

“佛系”“躺平”等社交媒体流行词进行了回应，高度重视其背后反映的深层次问题，并强调

当前亟需对青少年进行引导教育［１］。 继“葛优躺”“佛系”“躺平”等丧文化流行语之后，“摆
烂”一词在青年群体中日渐风靡，并逐渐从网络延伸到现实生活。 “摆烂”的实质是丧文化

在“内卷”时代的最新表现形式，体现了当今时代部分青年的焦虑和迷茫心态。 “摆烂”与以

往的“佛系”“葛优躺”等丧文化话语有所不同，它不仅表达了一种随遇而安、不求闻达的处

世态度，也体现出一种面对困难选择停滞和放弃的自我沉沦。 “摆烂”文化的流行，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青年的焦虑，但同时给思想政治教育和主流文化建设带来了新挑战。

一、逆主流的时代话语：以“摆烂”为话语符号的丧文化狂欢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要培养能够完成

“两个一百年”伟业，“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２］。 这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主旨，也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可见，在对“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奋斗” “建
设”和“接班”是重要关键词。 新时代对青年的要求，是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时代重任、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者，成为实现民族复兴、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因此，以“摆
烂”“躺平”为代表的丧文化的流行，是对主流价值观的背离，是青年一代缺乏革命和奋斗精

神的表现，应当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
（一）“摆烂”话语的泛滥：当代青年的丧文化热潮

“摆烂”一词来源于美国职业篮球联赛（ＮＢＡ），原指通过消极比赛、故意输球的方式拉

低球队排名，以便在下一赛季拿到更好的顺位。 我国网络流行语语境下的“摆烂”早已脱离

了篮球赛事这一语境，成了“丧文化”流行语谱系的最新表现形式。 当代青年的“摆烂”带有

逃避退缩意味，意在放弃奋斗，任由事态向其坏的一面发展。 在当代网络“丧文化”流行语谱

系中，“摆烂”一词与“佛系”“躺平”一脉相承，但三者表达的意思有着微妙的差异：最初流行

的“佛系”是指尽力而为后放下“我执”，对于结果不悲不喜、云淡风轻；而后出现的“躺平”比
“佛系”更“丧”，是指年轻人放弃努力、拒绝奋斗和“内卷”；而“摆烂”则是指面对困难不做

斗争、面对问题彻底逃避，任由糟糕之事不断发展的“破罐破摔”和“自暴自弃”。 可见，从
“佛系”到“躺平”再到“摆烂”，其消极程度逐渐加深，且从心态层面逐步转向行动层面。

“丧文化”最初以一张“葛优躺”图片在我国网络社交平台上火爆出圈，发展至今，这一

亚文化已渐渐走出了小众“圈子”，显现出大众化的趋势，这无疑对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
铸魂育人任务构成了挑战。

（二）我国青年的“摆烂”：有别于他国的特殊表征

“丧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的不确定性使青年群体

充满了不安与焦虑。 发达国家已然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这一阶段，欧美“垮掉的一代”从文学

风格发展为对道德失范的现实投射，以及日本以《人间失格》等文学影视作品为映照的“低
欲望社会”等，无不印证着社会转型时期“丧文化”在世界各国青年群体中的流行与泛滥。

然而，与日本社会总体呈现出的“低欲望”以及欧美青年的道德滑坡不同，对我国青年而

言，“摆烂”“躺平”等话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无欲无求、自甘堕落的态度，但本质上他

们仍对未来有所期待、有所欲求。 我国青年虽然将“摆烂”等话语作为情绪的宣泄口，作为压

力纾解和自我解嘲的一种方式，但这种言语上甚至行动上的“摆烂”还远未发展为西方式的

群体性“退隐”。 研究表明，“９０ 后”青年虽然更加追求舒适生活，但仍然相信自我奋斗，是从

容、理性、务实的一代［３］，绝大多数当代青年仍然相信奋斗决定成功，并对未来持乐观态

度［１］。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时，在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９０ 后”“００ 后”占 １ ／ ３；脱贫攻

坚一线更是不乏“９０ 后”的身影。 尽管每一代中国青年都曾承受过“垮掉”的诘难，但事实证

明，每一代中国青年都扛起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责任。
我国当代青年之所以没有“垮掉”，究其根本，是我国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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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带来较强的发展效能感，努力奋斗仍能换来较为可观的收益。 尽管如此，负面情绪的

传播效应远远强于正能量话语，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下行也影响了社会心态，加剧了青

年群体的焦虑、压抑和剥夺感。 若任凭这种“摆烂”风潮持续蔓延，则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社会

影响。 因此，需及时对这种风潮予以疏解和引导。

二、群体性的时代焦虑：“摆烂”话语对青年群体价值观的冲击

虽然“摆烂”话语可归因于青年群体在现实压力下的价值反叛，但这潜移默化地消解着

青年人对主流价值观的正确认知，导致网络语境下的负能量狂欢和青年群体劳动观异化。

（一）消解与反抗：脱离主流的价值观转向

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向来提倡勇于担当、艰苦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更是多次提到对新时代青年的要求，强调要培养青年的奋斗精神。 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要具有“敢于担当、不懈奋斗的精神，具有勇于奋

斗的精神状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做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４］；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提出了如下六点希望：要树立远大理想、要热爱伟大祖国、要
担当时代责任、要勇于砥砺奋斗、要练就过硬本领、要锤炼品德修为［５］。 青年一代是未来国

家建设的主力军，承担着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承载着祖国、人民、民族和

人类的希望。 “摆烂”等丧文化话语的盛行与主流文化倡导的奋斗、自强、能吃苦的价值观念背

道而驰，其表现出的逃避、退缩、颓废的态度，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对主流价值观的抵抗、反叛心

理，不仅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发挥，而且使培育“四个伟大精神”的实践无从下手。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 ［４］青年群体理想信念缺位，对国家和民族都是

十分危险的。 如果长期受到“摆烂”文化的“熏陶”，长期处于安于享乐、拒绝奋斗的心理状

态并将其外化于行，可能会使青年无法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难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重任，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 因此，如何正确看待“摆烂”等丧文化在青年群体

中的传播，如何引导他们正确面对此类具有消极含义的亚文化，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

重大考验。

（二）盲从与认同：网络环境中的非理性互动

形式新、传播快、监管难等特点，使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网络媒体成为“摆烂”等丧文

化产生和传播的主要阵地。 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青少年群体是新媒体最主要、最广泛

的受众。 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身份的束缚，获得在现实生活中难

以实现的亚文化身份认同，借助网络话语重新定义自我。 然而，青年尤其是学生群体的价值

观尚未定型，极易受到网络观念的影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年人阅历不广，容易从

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难免给他们带来局限性” ［５］。 基于青年群

体的这种特点，商业资本抓住了他们追求舒适与迷茫焦虑并存的复杂心理，借助新媒体大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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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摆烂”“躺平”等丧文化，试图用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悲观厌世的情绪对青少年进行

濡染，从而获取流量和利润。 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极有可能引起网络范围内的“丧文化狂

欢”，煽动不良情绪，导致网络语境下的偏激化表达。 这不仅会对青少年的价值观造成不良

影响，还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消解和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年来网络上不难发现此

类现象，诸如将努力工作、不懈奋斗的人称为“韭菜”，将官方媒体对正能量的提倡与弘扬称

为“画饼”，等等。 此类言论不仅会导致网络舆情“消极化”泛滥，甚至会降低官方话语的社

会公信力，值得警惕。

以“摆烂”为代表的丧文化的大肆传播，还可能进一步争夺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和现实

中的话语权。 网络亚文化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感官刺激，比主流文化的传播内容更加吸引眼

球，更为年轻人所喜爱。 如果亚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潮流甚至主流，必定会挤占主流价值观的

传播空间，造成更加广泛的不良影响。

　 　 （三）迷惘与逃避：劳动观的异化与认知偏差

当代青年对丧文化的推崇，尤其是他们对“摆烂”一词的热切回应，反映出青年群体对劳

动的认知出现了偏差，甚至产生了异化倾向。 “摆烂”一词恰恰是对马克思口中异化劳动的

最佳诠释———“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

动” ［６］。 随着丧文化的传播，劳动在年轻人心中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己的东西，成为一种为了

生活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成为青年追求所谓“幸福生活”的“绊脚石”。 特别是网络自媒体

的飞速发展，引发了许多前所未闻的现象，诸如直播带货、短视频博主等新兴职业的出现冲

击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基本划分，使年轻人对劳动的价值和形式感到迷茫和困惑。 当代

青年成长于数字化时代，不免会质疑传统劳动的意义，许多年轻人的梦想也从“当医生”“当科

学家”转变为“当网红”“赚大钱”。 还有一些青年不再相信劳动创造幸福、劳动创造价值，反而

被浮躁的消费主义思潮所裹挟，在纸醉金迷的网络世界中迷失自我、失去斗志，主动选择“摆

烂”。 这些现象无不反映着当代青年劳动认知的偏差和劳动观的异化，十分令人担忧。
除了网络中应接不暇的新兴势态外，对劳动教育的长期忽视也是“摆烂”等话语能够在

青年群体中引发共鸣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青年生长于相对衣食无忧的社会环境中，本就

很难从生活中体会劳动的内涵、意义与价值，而劳动教育的缺位会使其更加难以区分自食其

力与不劳而获，甚至产生远离劳动、漠视劳动、厌恶劳动的想法［７］。 “摆烂”亚文化的流行，

可能就是这一趋势开始蔓延的征兆。

三、以奋斗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回应“摆烂”话语的对策

青年群体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任何时代都不应选择“摆烂”。 面对丧文

化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做到正本清源，鼓励青年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在奋斗

中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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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构丧文化话语体系，避免“鸡汤式”价值灌输

以“摆烂”为代表的丧文化话语是建立在对主流价值的解构、对“鸡汤”式话语的消解之

上的。 丧文化话语用反转的方式重新审视予人宽慰、劝人向上的“心灵鸡汤”，用戏谑化的语

言道出“鸡汤”中的真相，从现实角度还原了“鸡汤”背后残酷的“丛林法则”，这实质是青年

群体表达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戏谑、自嘲。 “摆烂”“佛系”等“丧气满满”的流行词之所以能够

引起一众青年的共鸣，根本原因是当代青年在现实中感受到“鸡汤”传递的内容与现实生活

不符。 如果我们仍然采取批判、说教的态度应对丧文化话语的传播，仍然用过于传统的方式

弘扬“正能量”，很可能与青年群体的思想发生脱节，甚至会使青年对主流价值观产生逆反，
进一步助长“摆烂”的社会心态。 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当避免“鸡汤式”的价值灌输，
避免直截了当的批判，充分把握当代青年的认知特点和丧文化的生成机制，通过解构其内在

逻辑，使青年群体认清“摆烂”背后的价值陷阱。 同时，应当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以及具体实践相结合，将弘扬正能量与解构“丧文化”相结合，防止“摆烂”热潮从网

络向现实社会蔓延。
　 　 （二）基于奋斗精神的价值引导，培育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

针对“摆烂”文化传递的消极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更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引导，在培养奋

斗精神上下功夫，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一是要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马克思主义奋斗观。 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

上是要培养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勇于砥砺奋斗的青年。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

色，面对“摆烂”文化的价值冲击，应当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引导青年不负韶华、奋发有为，
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抵御精神上的“软骨病”，自觉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二是要加强和创新“四史”教育，培养理想信念。 尤其是要拓宽历史教育的思路，运用灵

活多样的形式和载体，以青少年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方法讲述历史。 中华民族从不缺乏奋

斗精神，应当将历史上的奋斗故事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去，引导青年以史为鉴，将革命精神

和奋斗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觉醒年代》 《山海情》等作品之所以能在青年群体中风

靡，关键在于其呈现形式引人共鸣，能够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使青年群体自发、自觉展开

讨论，这也是“四史”教育的成功典范，有助于激励青年群体接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力棒，勇
担时代重任，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

（三）占领网络思政新高地，弘扬向上向善的网络风气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北京举办，并以“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携手

建设网络文明”为主题，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了要创作生产积极健

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产品，明确了用理论武装占领新阵地的工作目标，强调了要实施让

网络空间主旋律更加昂扬、正能量更加充沛的网络内容建设工程［８］。 面对“摆烂”等丧文化

话语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应坚守舆论阵地、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高地，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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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网络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
一是要培养青年群体理性思考和信息甄别的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引导青年

网民理性思考、有序参与，防范和甄别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具有恶意引导性的内容，避免青

年学生被商业资本和别有用心之人“牵着鼻子走”，防止他们出现网络道德失范和偏激行为。
二是要把握新时代青年的思维特点，转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鉴于青年群体对主

流文化的反叛和对抗心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避免单向性、强制性的显性教育，“接地气”
的表达往往更加深入人心。 思想政治教育应更加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幽默风趣，更加符合当

代青年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
三是要提高主流文化的网络话语权，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高地。 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和网络文化建设者应当积极致力于为青年群体提供优秀的网络文化产品，提升主流文

化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借助新型传播工具，激发向上的奋斗精神。 同时，要时刻关注网络舆

情，并对青年群体加以正面引导，夺回主流价值、主流文化在网络中的话语权。
（四）补齐劳动教育短板，树立劳动幸福观和奋斗幸福观

针对“摆烂”背后折射出的青年劳动认知偏差和劳动观的异化倾向，应当补齐劳动教育

短板，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树立劳动幸福观。
积极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培育砥砺奋斗的劳动精神。 “摆烂”所传递的劳动价值观，在

一定程度上与时代赋予劳动的多重意蕴是矛盾的，因此，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当厘清这种矛

盾产生的深层机制，在实践中传递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价值意涵，引导青少年看清“摆烂”背
后的价值陷阱，培养热爱劳动、砥砺奋斗的精神。

坚持劳动教育价值取向，树立劳动幸福观和奋斗幸福观。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幸福

的源泉与动力，人对幸福的追求和人的全面发展都要从劳动中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要注重培养青少年的劳动

幸福观与奋斗幸福观，注重让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劳动、感悟劳动，真正从劳动和奋斗中产生

获得感和幸福感。 只有将劳动和奋斗作为追求幸福、实现价值的必经途径，享受劳动过程，
才能真正消弭“摆烂”话语的影响，实现对青年话语理念的纠偏。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９］。 面对以“摆烂”为代表的

丧文化冲击，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发挥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功能，让承载祖国未来希望的青

年一代重拾朝气和梦想，永葆向上的动力与追求，并使他们承担起历史与人民赋予的时代重

任，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砥砺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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