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娱乐早已有之，作为人类愉悦身心、休闲放松

身体的情感体验，广受欢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

娱乐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

助推下，娱乐超越了自身的界限，全方位地渗透到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

国，娱乐为迎合大众，赢得市场，逐渐显现出带有狂

欢特质的“泛娱乐化”倾向，演变为影响力极大的社

会思潮。作为“泛娱乐化”下生存和长大的一代，大

学生成为“泛娱乐化”俘获的主要受众，深受“泛娱

乐化”思潮的影响，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防止大学

生变为“愚乐”自我的奴役。

一、“泛娱乐化”思潮本质与特征

“泛娱乐化”思潮是指娱乐话语走出自身“场

域”，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创造出新的符号

表达和话语方式。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时代，西

方世界就显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引起波兹曼

等学者的担忧。在当代，新媒体技术的助推下，娱

乐有演变为“愚乐”的倾向，各种直播 APP 乱象不

断、政治历史话语肆意滥用等都表现出“泛娱乐化”
倾向的盛行。

（一）资本裹挟娱乐导致“表征紊乱”
本源意义上的娱乐是人们缓解紧张、愉悦身心

的调剂品，是一种特定领域丰富生活的物质和精神

文化娱乐活动，是“没有外在功利目的的”。[1]在资本

逻辑驱动下，娱乐突破原有领域界限，扩张到政治、
经济、网络等各领域，演变为“塑造政治、伦理和日

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段”[2]110。一方

面，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以娱乐的方式为外壳，商业化的形式为包装，注重

感官刺激、欲望的直观呈现，实现最大限度刺激大

众消费，导致文化产品的庸俗性、贫瘠性和低俗性，

文化生产的复制性、批量化和浅薄化。另一方面，资

本逻辑的肆意运行，无孔不入，娱乐的功能被“过

度”异化，片面突出娱乐的属性，遮蔽事物本身的意

义表达。在历史领域，“戏说”的段子成为历史的卖

点，历史的文化感被消解；政治的严肃和理性不复

存在，政治观点和人物被“表情包”“戏谑”；深奥的

哲学和传统经典除了被调侃，再不会被提及。资本

“泛娱乐化”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
消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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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速助推，使得泛娱乐的形式成为社会大众，尤

其是大学生的文化生活核心。伴随商业化、市场化

的过度膨胀，泛娱乐化甚至不惜僭越道德良心、法
律，不惜用低俗、暴力、色情等元素吸引受众。

（二）新媒体技术形塑“泛娱乐化”幻象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的力量与社会文化密切

相关，具有形塑社会新文化的力量，不同的媒介带

来不同的社会文化样态。波兹曼看到了电视等传统

媒介塑造的“娱乐至死”社会现象。在当今时代，新

媒体技术已经逐渐取代以电视、广播等为主体的传

统媒介，成为“泛娱乐化”幻象的推广和传播者。新

媒体技术推广娱乐本身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

一切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展开就成为媒介的“原

罪”。新媒体技术肯定了娱乐的特性，热衷于传播娱

乐的内容，并将娱乐的内容以新技术的方式展示得

淋漓尽致。新媒体技术利用动人刺激的声音、迅速

转换的图像、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色彩等，为我们构

造持续感官刺激的幻象世界。传统印刷术的文字文

化被图像化的文化取代，传统的文字符号的深刻表

达，被直接图像符号取代，碎片化、片段式的信息呈

现成为文化的主流。为迎合受众，刺激消费，新媒体

的议题设置集中在乐此不疲地传播明星绯闻、私生

活；制造各种“轰动”“新奇”事件；一些信息以讽刺

经典、调侃政治、戏说英雄人物来诱导受众。新媒体

技术塑造的“泛娱乐化”幻象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交

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不过这种方式却是以人们“无

意识”的方式展开的。人们在不自知之中，卷入了新

媒体制造的“泛娱乐化”幻象之中，营造了全社会贫

瘠、碎片化“泛娱乐化”文化态势，构造了大众狂欢

的景观世界。这种以明星绯闻炒作、低俗感官刺激、
“戏说”“调侃”为主的“泛娱乐化”议题设置，带来人

们放纵狂欢之后精神的虚无，理性思维的“迟钝”，
人生意义的迷失。

（三）耦合各类思潮“催生”新变体

娱乐在全面化转变，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的过程之中“因其游戏化、娱乐化属性，非常容易与

各类思潮耦合而产生新的变体。”[3]具体表现在：第

一，“泛娱乐化”本身包含资本主义鼓吹消费的消费

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的舶来

品，鼓吹享乐主义，主张功利至上，刺激人“本我”人
格的冲动和欲望。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逻辑的

“合谋”带来了“泛娱乐化”浓厚的市场气息和文化

产品的低俗、庸俗特性，不自觉地将西方拜金主义、
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念渗透到文化产品之

中，影响受众的价值观念。第二，以娱乐化为伪装，

传播其他社会思潮。娱乐化作为一种纯粹的传播方

式，以受众喜爱的可视化、图文化、感官冲击的传播

特点，成为各类思潮宣传自身观点的外衣。特别是

一些危害极大的社会思潮，将其思想植入娱乐产品

之中，误导人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第三，娱乐话语

变异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西方“历史虚无主

义”“价值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社

会思潮实质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相对立的，旨在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社

会思潮借助娱乐话语的伪装，迷惑受众，宣传与主

流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观点，混淆人们价值判断，

造成价值混乱，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二、“泛娱乐化”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危害

“泛娱乐化”思潮以网络游戏、选秀偶像、明星

隐私、影视动漫、暴力色情等为主要议题设置，全方

位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行为方式带来

影响，对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带来挑战。
（一）“泛娱乐化”思潮侵蚀大学生价值信仰

生活在娱乐文化中的大学生，对流行音乐、网
络影视、电子竞技、网络直播、二次元文化等有天然

的亲近度，早已成为“泛娱乐化”文化产品的主要消

费者。沉溺于明星偶像的生活、狂热于电子游戏的

刺激、痴迷于网络影视的情节、流连在娱乐文化场

所，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生活变得虚无，理想走向世

俗，信仰逐渐荒芜。
第一，缺乏敬畏导致大学生信仰坍塌。对历史

厚重感的敬畏，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英雄人物的

敬仰，对崇高道德的信仰是构成大学生精神世界，

建立崇高信仰的不可或缺因素。不过，“泛娱乐化”
制造了虚假的世界，历史已经走样，变为“戏说”，对

英雄不再有敬仰之心，被各种“戏谑”“否定”，道德

伦理被肆意践踏，政治话语秩序被任意破坏，一切

都变为娱乐的“附庸”。大学生在这种虚无价值的影

响下，精神家园变得孤独、漂泊，人生的意义和道德

信仰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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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拒斥理性导致大学生精神的荒芜。“泛娱

乐化”面对的受众是全体媒介使用者，因此，为吸引

受众规模，其文化产品通常简单、通俗，拒斥理性的

挖掘、复杂的推理、高深的提问。以暴力、色情、买
卖、游戏、私生活等为主题设置的“泛娱乐化”文化

产品之中，思想性、健康性、道德性、文化性不再是

产品的中心。生活在媒介议程设置中的大学生，逐

渐丢失了思考的能力，乐于接受空洞、肤浅的娱乐，

陷入娱乐的刺激和麻痹之中，将娱乐产品作为自己

的精神寄托，精神世界渐渐荒芜，杂草丛生。
第三，远离崇高导致大学生理想的世俗化。“泛

娱乐化”勾画的“景观世界”是一幅商业气息浓厚的

世俗世界，在这里推崇的是物质的占有和获得，突

出的是受众感官刺激，充斥着享乐主义、物质主义、
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学校教育中要求的崇高

理想相对立。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逐渐被现实的世

俗理想遮蔽，陷入“泛娱乐化”建构的世俗泥沼之

中不能自拔。
（二）“泛娱乐化”思潮消解大学生主流价值观

认同

“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喜

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4]8“泛娱乐

化”文化产品简短、碎片化、青春活跃的话语和内容

俘获了大学生的内心。娱乐话语和内容本身只是人

们放松、愉悦，寻求慰藉的休闲手段。但是，娱乐突

破自身功能边界进入其他领域，其话语裹挟其他社

会思潮、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形成新的变体，消解大

学生主流价值观认同。
第一，耦合思潮侵蚀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当

娱乐与某种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结合之时，娱乐就不

再是单纯的舒缓压力、放松身心的手段，而是蕴含

思想观念、意义表达和价值指向的一种价值表达。
这种借助娱乐的外衣，应用新媒体传播优势，以娱

乐之名，实则宣传西方社会思潮的“泛娱乐化”话语

和内容严重腐蚀着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和核心价值

观的道德认知、价值认同。当前，大量的包含西方社

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作品传播到大学生之中，

导致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认同的多元对立，徘徊、
犹豫，带来大学生主流价值观认同危机。

第二，去政治化弱化大学生主流价值观认同。
“泛娱乐化”思潮具有明显的排斥政治话语，模糊意

识形态主张的“非政治化”[5]倾向。在话语表达方面，

政治话语大多偏向专业术语、抽象概念、严肃内容、
理性对话和深度思考为主，这与“泛娱乐化”简单、
愉快、随意格格不入。在叙事风格方面，“泛娱乐化”
话语拒斥政治话语的宏大叙事。在内容表达上，作

为后现代性的产物，“泛娱乐化”表现出价值观念碎

片化、相对化，解构主导一元价值观的倾向。解构主

导价值观，“非政治化”倾向、话语内容的娱乐化，带

来大学生的政治冷漠，国家和社会责任感欠缺，加

大了主流价值观和国家认同的难度。
第三，重构话语导致主流价值观认同危机。在

市场化的导向下，“泛娱乐化”商业化特性仅仅在乎

经济利益的获得，守护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教育人

们认同主流价值观并非其目的。因此，在碎片化、非
连续性、缺乏具体语境的娱乐文化中，“穿越”“戏

说”“恶搞”中华民族的历史，党的历史和英雄人物

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事实假象，虚构事实，严

重误导大学生的价值认知和价值判断，危害大学生

正确的价值意识，动摇大学生的价值信仰，消解大

学生主流价值认同。
（三）“泛娱乐化”思潮束缚大学生价值理念

“价值导向不健康的东西，越是搞得精巧，就越

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腐蚀青少年的灵魂。”[6]271 对于价

值观不断变化中的大学生，比受到“泛娱乐化”思潮

影响更为可怕的是大学生把这种影响当作习以为

常，毫无知觉，这样的影响只会更为深入，危害更大。
第一，价值虚无遮蔽大学生价值追求。“泛娱乐

化”制造的娱乐世界，并非大学生真实生活状态的

直接呈现，而是经过复杂的加工、渲染、剪辑而成的

虚拟网格世界。这种虚拟的网络世界诱导着大学生

的价值追求。一方面，大学生成为娱乐的消费者，乐

此不疲地沉迷网络直播打榜、游戏充值、偶像应援

等消费活动，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和理性。另一方面，

“泛娱乐化”文化产品打造了一场虚拟的追求短暂

的感官刺激，梦想不劳而获、轻松惬意的美好生活

感官盛宴，大学生投入其中，追求这些幻化的虚假

梦境，放弃了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对人生意义和理

想信念的思考，迷失在庸俗、物欲的狂欢之中。
第二，“愚乐”误导带来大学生道德滑坡。缺乏

正确的价值观引领和价值标准的娱乐文化作品，只

会是一种误导，一种“愚乐致死”。“泛娱乐化”宣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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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力、色情、虚无的主题，过度娱乐明星绯闻、社
会道德热点事件，违背伦理道德的虚假新闻瓦解大

学生主流道德观念和道德生活秩序，误导大学生的

价值选择和判断，造成大学生价值认知的模糊和混

乱，带来道德滑坡的恶果。一旦政治、法律、道德等

一切都成为娱乐的对象，大学生也会以娱乐的心态

看待这些，就会造成：一方面，大学生表现出现实生

活中的道德冷漠感，怀疑一切，缺乏敬畏之心。另一

方面，大学生效仿媒体宣传的事件，做出违背道德

伦理，甚至犯罪的严重后果。

三、应对“泛娱乐化”思潮的大学生价值

观引导策略

“泛娱乐化”思潮影响下大学生价值观出现了

虚无与贫瘠、世俗与庸俗、混乱与盲从。这必须引起

全社会足够的重视与警惕，就高校来说，必须对“泛

娱乐化”思潮进行分析和批判，引领大学生确立正

确的价值取向。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大学生价值取向，丰

富精神家园

在“泛娱乐化”思潮盛行的新媒体时代，一味的

恐惧和“一刀切”式抵制娱乐只会带来大学生的反

叛和抵抗，带来大学生的反感。对于“泛娱乐化”思
潮错综复杂的现状，唯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其实质、分析其危害，引领大

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引

导大学生认识“泛娱乐化”思潮的实质。“泛娱乐化”
思潮错综复杂，既可以不带任何思想地以娱乐方式

解构政治、经济、法律等话语，又可以耦合其他社会

思潮产生新变体。但是，归根结底来说，“泛娱乐化”
思潮受资本逻辑的操控，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

是一种隐蔽的、诱惑力极大、危害极大的社会思潮。
“泛娱乐化”思潮可以在大学生不自知的情况下，对

其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使其心甘情愿成为“愚乐”
自我的奴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自觉引

导大学生认识“泛娱乐化”的实质，指出其特征和危

害，提升青年甑别娱乐和“泛娱乐化”的不同，帮助

青年树立正确的娱乐休闲观。正常的娱乐有益身心

健康，但超越娱乐的限度，走向“泛娱乐化”则会侵

蚀身体和精神健康，对大学生价值观错误引导。
另一方面，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丰富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生价值

引领中的失声、失语是“泛娱乐化”思潮盛行的原因

之一。“泛娱乐化”思潮恐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真理。这

样，更要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大学

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

论素养的提高，能丰富自身精神境界，确立正确的

价值取向，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破解“泛娱乐化”思
潮的世俗、庸俗和虚无价值危害。

（二）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塑造大学

生价值秩序

在超限度的娱乐中，大学生往往体验到的是审

美的“贫穷”，感官的刺激和价值秩序的失序，甚至

带来大学生“道德冷漠”、违背伦理的恶果。必须注

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维护大学生价值

秩序，重塑道德伦理。
第一，激发大学生科学价值观的需要。娱乐是

人的精神需要范畴，是人精神放松、愉悦身心的内

在需要，但是过度娱乐的“泛娱乐化”却带来大学生

的“愚乐”狂欢。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

泛娱乐文化的刺激下，大学生极度追求感官刺激和

娱乐体验，娱乐的狂欢之后带来的是身体的疲劳，

精神的虚无，价值的困惑和心灵的空虚，这并不是

大学生渴望的理想状态。面对大学生渴求娱乐与自

我价值实现的心理矛盾，要善于引导教育，注重文

化熏陶，榜样塑造，实践感染，激发大学生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发挥其主体性，更好地实现自

我价值。
第二，整合价值秩序，重塑伦理道德规范。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大学生主流价值观念的集合，是

一个科学、合理、崇高价值的统一体，具有规范大学

生价值秩序的功能。因此，为应对“泛娱乐化”思潮

的危害，就要注重价值观内涵的挖掘，回应大学生

的价值困惑，引导大学生独立人格的塑造，伦理道

德的完善，理想信念的确立。
(三)加强大学生崇高信仰培育，培养敬畏之心

崇高信仰是个体对某种对象极度的信赖，对某

一价值的极度坚守。科学的崇高信仰是对“伪学理

性”“虚拟”信仰的否定，是应对“泛娱乐化”价值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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瘠的“对症下药”。信仰是人的精神寄托，是人的最

高确信和价值标准，无形指导着人们的价值观确立

和行为实践。“泛娱乐化”思潮推崇“去深度”，逃避

理性和崇高化，超过娱乐的界限，任何话语都以娱

乐的话语呈现，影响大学生对道德、法律、政治、历
史等敬畏之心。因此，加强大学生崇高信仰培育，敬

畏之心的养成来克服“泛娱乐化”的无根感、“信仰缺

乏症”“道德冷漠感”和精神世界的贫瘠。
第一，加强科学崇高信仰培育。富有生命力的

科学崇高信仰可以促使大学生不断超越自我，追寻

精神世界的满足，引领大学生价值观取向和人生意

义的追求。要培育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

中华民族精神的信仰，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对天地

道义、伦理道德的敬仰，建立起强大的精神世界，对

抗“泛娱乐化”思潮虚无、世俗、游戏的价值特性。
第二，培养敬畏之心。“泛娱乐化”思潮影响之

下，娱乐的话语无处不在，历史被“戏说”，厚重感消

失；政治被“戏谑”，严肃感丧失；英雄人物和政治事

件被“消费”，崇高感流失。在“泛娱乐化”思潮的解

构之下，大学生失去对道德、生命、法律等的敬畏，

企图以娱乐话语重构历史、政治和道德等，严重危

害大学生价值认知，误导大学生价值判断。这一切

都源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敬畏之心的缺失。培

养大学生敬畏之心，启迪大学生历史真相不容践

踏，是非善恶标准不可儿戏，有些东西不能成为娱

乐消费的对象，天地道义、天理人情、道德伦理需要

被敬畏，内心精神世界需要坚守，筑起一道“泛娱乐

化”难以攻克的心理城墙。
（四）建构新型媒介交往方式，提升媒介素养

麦克卢汉看到了媒介可以形塑新的社会文化，

引进另外一种文化样态。新媒体对当代新型社会文

化的塑造就是典型的例证。作为“泛娱乐化”思潮传

播的技术支撑，我们有必要重新对以网络为首的新

媒体进行重新定位，扭转以往的教育理念。新媒体

时代，“泛娱乐化”的话语表达已经对人们的思想观

念和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导向作用，传统的话语表达

对大学生吸引力在逐渐的衰退，大学生已经被娱乐

话语制造的虚拟符号和景观世界所束缚，不知道自

己为何沉迷其中，为何不再理性思考。
因此，需要对网络等新媒体进行重新定位，绝

不能等闲视之。要借助新媒体的优势，研判“泛娱乐

化”思潮的发展现状，准确把握大学生价值走向，做

出科学引导之策。此外，还要注重大学生与媒体交

往能力的塑造。一方面，引导大学生客观认知新媒

体的本质，提升科学对待新媒体“泛娱乐化”信息的

能力，走出“虚拟世界”的假象。另一方面，引导大学

生科学运用新媒体，发挥新媒体的媒介优势，远离

“泛娱乐化”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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