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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的佛系青年”———互联网时代
解构主义思潮的符号嬉戏

孙桂香 a 刘 鹤 b

（石河子大学 a.党委办公室 b.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61）

[摘 要]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后，解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

代表思想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首次进入我国后，基于我国历史上“庄子———

竹林七贤”的传统玄学土壤，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在联系，对思想界造成一定的冲击。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解构主义思潮借助网络流行亚文化，通过“佛系青年”“躺平”等消极思想，

试图以“碎片对整体”“符号对符号”的方式对主流价值观进行消解，以嬉戏的态度进行“无声的

意识形态批判”，对青年群体造成了一定不良影响，产生了一些消极负面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

象，足以引起思想界和教育界的重视。

[关键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取向；研究方法；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2）1-0104-05

作为西方哲学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与其

说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创造者

（creator），倒不如说他是解构主义的发现者（detec-

tor），用德里达自己的话来说，“解构一直都是对非

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1]20。这种对主流

的对抗和解构是有着相当悠久渊源的：在西方表

现为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对西方哲学的基础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延异和颠覆；在东方，解构主

义的历史则更为悠久，庄子就曾说过“吾未知圣

知之不为桁杨楱榴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

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故曰：绝圣弃知，

而天下大治”[2]257。解构主义的特点在东西方的发

展中表现出高度一致，即拒绝权威，搁置崇高，反

叛主流。在西方对占据文化和哲学主导地位

2000 多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消解和反

拔，在东方则是对以“礼乐文明”和“道德文明”为

标榜的儒学进行否定和批判，这也是解构主义延

续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历史上的每一

个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解构主义的思潮，在当

今的中国社会滥觞的以“佛系—躺平”文化为代表

的解构主义思潮就是一个典型，作为一种特殊的

文化现象和文化心理，与新时代的整体氛围显得

格格不入。

一、躺平的佛系青年———人的自我坍塌

大多数的西方哲学学派都建立在逻各斯中心

主义的基础上，认为一种固定意义的存在，即语言

和思维的合一性。德里达对解构主义的研究最初

就是从以语言文字为对象的文字学开始的，他针

锋相对地提出，“由于语言在一开始就是混乱的，

而不同语言中不同习语的多重含义更是具有不可

还原性”[3]188。德里达吸收了索绪尔尊重差异的观

点，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延异这个哲学概念。德里达

认为，“语言无法准确指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只能

指涉与之相关的概念，不断由它与其他意义的差异

而得到标志，从而使意义得到延缓。因此，意义永远

是相互关联的，却不是可以自我完成的”[4]27。语言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视角下的新疆文化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7XKS040）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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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在不断地解构中被平面化、碎片化了，然后形

成新的意义，之后再次被解构和赋予意义。语言本

身不存在固定的意义，其全部意义都在于其在延

异过程中不可遏制的异化而形成的行迹（trace），

简而言之，既然文本或语言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

那么永恒的真理也就不存在。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任何思潮

和理论都不可能没有任何社会条件和历史依据而

凭空产生，一切表达方式都必定依存现有的社会

状态和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提到的那样，

“任务本身只有在所能凭借并得以解决那些物质

条件已经存在或是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5]83，解构主义思潮也是如此。正如魏晋

南北朝时期士族用荒唐怪诞和放荡不羁的言行来

逃避和消极对抗政治黑暗和社会动荡以及连绵不

断的战乱一样，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里，一种

类似于魏晋时期士族颓废思想的文化形式在社会

上悄然产生并流行起来，这种文化以一个日语名

词“佛系”而发源，于是便被称为佛系文化。“佛

系”这个词来自日语，大概在 2014 年前后进入中

国成为网络用语，被青年群体所接受和广泛使

用，因此诞生了“佛系青年”一词。“佛系”的本意

是指以部分佛教思想为理念的一种世俗生活方

式，“佛系青年”即一个青年既非僧侣，也不信奉

佛教，但在对待世俗生活的态度上与佛教思想有

部分契合之处。作为网络用语，佛系的最初意思

更接近“与世无争”，但在网络病毒式传播的过程

中被后现代主义精神狂欢式的无情解构和延异，

逐渐被赋予了“不思进取”“拒绝竞争”“好逸恶

劳”“消极散漫”“随波逐流”的犬儒主义特征，进

而产生了以消极逃避和无底线娱乐对抗主流文

化的民粹意味，蕴育出了与原义相去甚远的解

读，从而形成一种广泛性和社会性的群体自嘲现

象。从“佛系”衍生出的一系列词语都像佛系这个

词本身一样被延异了：“搬砖”既暗喻薪酬微薄的

底层工作（未必是体力劳动），又暗示着窘迫的经

济条件；“摸鱼”代表着消极、逃避、散漫的工作态

度；“躺平”既代表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又代表着

“佛系青年”对现实的逆来顺受……诸如此类的

例子比比皆是。

马克思在批判犬儒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时指

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

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因为人本身已不再

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

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6]79，

也同样适用于佛系青年们。正是消费主义社会中

将人的价值同他的私有财产无限紧密地联系起

来，才使人被“彻底否定”了，消费主义衡量一个人

价值的首要标准是私有财产。因此，是社会先否定

了人，然后人才否定了自己成为“佛系青年”，而这

一切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形态。

“躺平”则是“佛系青年”身份认同的行为递

进，“躺平”是佛系青年诸多象征中最为典型的一

种，“象征”一词来自于古代希腊语，意思是一分为

二的信物，用于辨识持有者的身份，所以象征被视

为理据的表达符号，将理据付诸现实。如果说“佛

系”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符号，那么“躺平”就是一种

行为认同的符号。正是因为人自认为“佛系青年”，

因此才放弃了一切积极和向上的愿景，选择一种

纯粹被动的、停滞的或向下沉沦的态度。如果说

“佛系”还保留着些许因无能为力的心有不甘，那

么“躺平”则完全是对停滞和沉沦的甘之若饴。对

学生来说，“躺平”意味着对学习生活的消极。对公

司职员来说，“躺平”意味着对业绩的放任。对产业

工人来说，“躺平”意味着对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的漠视。不难看出，“躺平”是对欲望和职责的双重

绝弃，学生在放弃渴望知识和追求成绩的同时，也

放弃了作为学生的职责。公司职员在放任业绩的

同时，也放弃了对升职、加薪的渴望。当这种绝弃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对任何社会业态来说，都

不只于一场灭顶之灾。

如果说在现实生活的激烈竞争和生存压力之

下，这种对“动因”和“目标”的双重绝弃难以实现，

那么也就不难解释为何青年学生群体成为了“佛

系—躺平”文化狂欢的重灾区，在生存压力不那么

明显的象牙塔里，“躺平”的难度明显变小了，但这

并不意味着其社会危害性也随之变小，青年学生

要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对自我实现需求的放弃、

对家庭社会责任的放弃、对国家民族责任的放弃

之恶果必然在社会中显露无余。

因此，在校园文化和网络文化互相影响的背

景下，“佛系”这个词及其一系列的衍生词如“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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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躺平”等在高校校园中有着完全不同于其他

网络流行语的特点。它们明确针对以“积极”“勤

奋”“乐观”“高尚”和“坚强”等传统社会主流价值，

以“消极”“沉沦”“逆来顺受”“不思进取”“无奈”和

“软弱”为文化标签，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中理想

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目标。完整的“人”被

解构和延异成为“躺平”的“佛系青年”后，成为一

种先在和超验的存在，这种先在和超验常常是非

理性的，即佛系青年毫无疑问是消极的、懦弱的、

懒惰的，佛系青年绝不主动参与任何竞争，即使被

迫参与竞争，也会很快主动放弃，最终的和唯一的

归宿只有“躺平”。至此，作为“人”的全部意义，就

彻底坍塌了。这种自我消解式的崩塌在哲学历史

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犬儒主义哲学家第欧

根尼被人嘲笑活的像条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洋

洋自得，甚至故意模仿狗的行为。在这种“人”的坍

塌成为一种现象和流行文化的时候，“坍塌的人”

—即躺平的佛系青年便俨然形成了一个毫无理性

可言的“想象的共同体”。以德里达的观点来看，

“佛系青年”这个词延异的行迹更像是一个再描述

的过程。

在这场以“符号对符号”的战争中，解构主义

与其说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发挥作用，倒不如说

是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正如德里达在《论

文字学》里说的那样，“语言问题也许从来就不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语言’这一符号的膨

胀乃是符号本身的膨胀，是绝对的膨胀，是膨胀

本身。然而，它通过外观或影子仍然充当着符号：

这场危机也是一种征候。它似乎不由自主地表

明，一个历史—形而上学时代必须最终将整个尚

不确定的领域确定为语言”[7]7，“佛系”“躺平”“摸

鱼”这些符号背后的意义不仅远远超出了其本身

的字面意义，同时还具备了无限的扩充和延展

性，而这一切的目的自然是对“整体性”的颠覆和

批判。

二、碎片化———对“宏大叙事”吹毛求疵

式的批判

在 19 世纪进入后半叶之时，西方资本主义文

明遭遇发展瓶颈期，人们发现物质文明的极大发

展并未使人类得到想象中必然的幸福，反而带来

了心灵的枯竭、道德水平的倒退和人类整体精神

的困顿。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初期掠夺

式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底层人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

赤贫，给当时的哲学家带来了巴比伦塔式的困惑：

人类希望依赖构建巴比伦之塔（工具理性）来更加

接近上帝（真理和幸福），反而在心灵上离上帝越

来越远了。以尼采为代表的哲学家开始反思人类

对工具理性的迷恋，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存在的本

质和真理的此岸性的怀疑，这种怀疑最终成为了

解构主义的萌芽，经过“尼采———海德格尔———萨

特———德里达”思想体系上百年的发展，最终形成

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解构主义的面貌。纵观解构

主义萌发的过程不难看出，从对“真理的此岸性”

的反思和怀疑发展出的解构主义，自一开始就表

现出一种“反主流”的特质，尼采更是直接喊出了

“上帝死了”的豪言。如果说庄子提出的“夫小惑易

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

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

性”[8]64 仅仅是对道德权威主义的挑战的话，那么尼

采就已经通过更加激进的哲学表达，来对整个旧

哲学的基础逻各斯中心主义正式宣战。即使是解

构主义的亚文化产物，“佛系青年”在本质上也是

一种以嘲讽主流和不承认宏大叙事来表达自我存

在感的消极批判。虽然尼采与“与世无争”的佛系

青年在表象上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反逻各斯

中心主义”和“不接受宏大叙事”这一点上，两者却

无疑是一致的。

然而，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批判应当是合乎理

性的吹毛求疵，但脱胎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

批判却自然而然继承了其非理性和碎片化的特

征，专注于吹毛求疵。以上文提到的佛系青年现象

为例，“果敢”“行动“坚持”“有远见”这样典型的、

带有传统主流色彩的词汇往往遭到佛系青年们的

解构。相对应的，佛系青年们的批判注意力往往集

中在碎片化的社会阴暗面。例如，佛系青年普遍将

一切社会竞争称之为“内卷”加以抵制，丝毫不理

会这个名词的本来意义与他们理解的“饱和式”竞

争差之千里。因此，即使德里达诚恳地宣称，“不去

反复阅读且讨论马克思，将永远是一个错误，而且

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9]21，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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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见的事实：从德谟克利特到亚里士多德，从黑

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其阐述哲学的方式

无一不是“宏大的”，即使德谟克利特已经从构成

物质世界最基本的微粒原子来解释认识论，也丝

毫不能影响其叙述的总体性。介于卢卡奇对“总体

性”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和表达，这一点对于马克

思主义则更加明显，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

和生产方式变迁为研究切入点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既包含认识论和本质论，又包含进步论和中心

论，其阐述方式则是不折不扣的“宏大叙事”，这些

恰恰是德里达们致力拆解的对象。

因此，如果单纯根据“躺平”的字面意思，将其

理解为抗争性和批判性的主动放弃，就未免太过

天真了，在解构主义的语境中没有任何一个符号

有具体且相对固定的意义，延异无时无处不在，在

这个体系里，唯一永恒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躺

平”在表面去抗争化和去批判化的同时，实际上在

以另一种形式在进行着抗争和批判。马克思主义

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化等一系列“宏大叙事”

“总体性”特征使其首当其冲成为解构主义思潮力

图消解的对象。固然，在上一个时代传统思想和文

化领域根据政治需要出现的“伟光正”“高大全”的

形象不够真实，需要客体在一定程度上去质疑、批

判、消解权威主义的教育形式，以达到个性自由、

个性解放、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的教育目的，但

正如尼采狂言“上帝已死”那样，解构主义在批判

这条路上走的实在太远以致误入歧途，不但吹毛

求疵将一切批判的目标习惯性碎片化，而且反对

一切“宏大叙事”的叙述方式，以至于不但雷锋、

张海迪等现代榜样遭到无底线的嘲讽和娱乐，连

宣扬“主旋律”“主流价值观”的唯物主义史观都

遭到解构。历史被虚无化，黄继光、董存瑞等历史

英雄人物被解构和怀疑，正如尼尔·波兹曼在描述

后现代主义时代时说的那样，“在这个娱乐至上的

时代……我们的政治、宗教、体育、教育和商业都

心甘情愿沦为娱乐的附庸”[10]18。

三、重构“三气”———从理论自信到铸魂

育人

网络上有“佛系青年”的说法，却没有“佛系中

年”“佛系老年”的说法，一方面是因为青年群体是

网络亚文化的主要受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青年

是社会的栋梁和国家的未来，整个社会对青年寄

予希望。“佛系青年”亚文化的流行，不仅与社会对

青年群体的期待和要求相悖，而且与高校对青年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相悖。一个“躺平”的

“佛系青年”既无法成为“立德树人”的目标，更不

可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社会栋梁”，“佛系青年”表

面上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网络亚文化，实则以“不

争”的态度争夺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一场青

年意识形态危机。

“佛系青年”与其说是一种人生态度，不如说

是一种叙事体系，以“佛系”对“激情”，以“躺平”对

“奋斗”，以“摸鱼”对“积极”，以“碎片”对“整体”，

从各个维度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因

此相关的应对策略也自然应运而生。

一是强化主体命运共同体的感召力，让青年

有底气。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经历了从

“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一元主体意识到“人人平

等”的多元主体间性意识的转变。然而个体之间的

“人人平等”是一种法律上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

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强与弱、美与丑、贫与富、聪

慧或驽钝等诸多方面的差别，产生差别的原因既

有先天遗传、继承的因素，也有后天教育、机遇、竞

争的因素，因此多元主体间性意识仍然是一种“分

割性”和“个别性”的主体观，位于不同层级的个体

之间存在着冷漠、隔阂和疏离，主体间难以实现真

正的平等交互和合作共融，而正是佛系青年们自

暴自弃、拒绝竞争，选择“躺平”的主要理由之一。

为何轻易解构？因为早已疏离。网络流行语“既然

无法赶上，不如主动躺平，始终无法融入，不如自

我隔离”正是这一心态的具体体现。“佛系”青年用

“躺平”将自己从青年共同体中剥离出来，以完成

某种消极的抗争，因此，“躺平”既是自我停滞和自

我放弃，也是自我放逐。

因此，要应对碎片对整体的消解，就要重构整

体。需要突破主体间性的局限，在尊重主体个体性

和主体独立性的基础上，用更强的意识形态纽带

构建个体共同体，用“共在”代替“孤独”，用“共享”

代替“疏离”，使主体间性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被动

的、后置的关系，转变成为一种主动的、前置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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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

就是一种主体共同体理论。在社会层面上，强调人

与人之间的平等交互、共存共荣，使每一个个体都

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个体虽然存在差异，但从共同

利益上来看不可分割，良性的社会竞争有利于整

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那些在竞争中看似“落

后”的个体，依然能够受益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并

与那些看似“领先”的个体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强化主体命运共同体的感召性，是对抗解构的主

要策略之一。

二是坚持理论自信，让青年有骨气。“佛系青

年”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属于网络文化监管中的

灰色地带，运用法律法规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不

但效果难以评估，还可能造成青年群体的反感。因

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首先应当坚持理论自

信，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唱响主旋

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用有力的时代呼唤对抗佛系青年的靡

靡之音。其次应构建相应网络空间，鼓励青年讨论

时事，提高社会参与度，培养青年家国情怀，使青

年既不当反对派，也不当旁观者。最后应加强网络

监督，遏制消极传播。针对“佛系青年”聚集的社交

平台和“佛系思想”泛滥的自媒体平台要加强监

管，对其中有组织、有意识传播相关思想的个人及

团体加大监控力度，防止别有用心者故意贩卖焦

虑、营销抑郁等颓消息、废文化。让青年具备“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华骨气。

三是强化协同机制，做好铸魂育人，让青年有

志气。青年之所以会“佛系”，源于人的自我坍塌，

失去了奋进和向上的灵魂，全社会应该形成合

力，在教育、就业等各个方面关心关爱青年，针对

具体网络亚文化所引发的事件，对青年进行及时

有效的引导，将青年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

合。只有让青年看到希望，才能重铸灵魂，成为人

格完整的人。首先要做好爱国主义教育，让青年

具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志

气，其次要做好革命主义教育，让青年具备“敢上

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志气，最后要做好理

想主义教育，让青年具备“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

热”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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