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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青少年流行文化现状 

的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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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的主体在农村，青少年的主体也在农村，但农村不是“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主要传播

区域。农村青少年对“流行文化现象”反应慢，无法真正融入更无从影响“大众流行文化”和“青少年

流行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走向。 

    农村青少年与城市青少年的“流行文化现象”在内容和形式等诸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

区隔特征强烈的独立性特点。农村青少年“流行文化”这一鲜明的独立性特点，根源于农村与城市在经

济发展水平，传统习俗瓦解程度，文化信息传播畅通程度，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同时还因为农村在

城镇化过程中仍或多或少地保持着生活方式上的“乡土”气息。 

    针对目前农村特有的文化环境，为了繁荣农村文化，服务农村青少年的文化需求，各级团组织

和政府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以规范农村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发展。 

 

 

农村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现状与特点  

 

1、许多在城市如日中天的“流行文化现象”在农村无法走俏，不少“流行文化”被屏敝于

农村之外，至多只渗进了一些蔬蔬淡淡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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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民族性和时间性是文化的重要特征，“流行文化”也是如此。一种“流行文化现象”换个

时间换个地点就不一定能流行。“青少年流行文化”同样体现着这些特征。“日风”、“韩流”刮过中

国的城市，却没有刮进中国的乡村；农村青少年搞不清“寒流”和“韩流”、“韩寒”和“韩寒现象”

到底指的是什么；至今在许多农村青少年的脑中，与“F4”相联系的不是四个帅哥，而可能是某种赛车

或什么其他东西。至于“QQ热”、419（for one night，网上一夜情）等在农村就更难找到市场了（某

些初具规模的繁华小镇除外）。 

“青少年流行文化”在“新新人类”中培养出了一个“新动物世界”，这个“世界”主要由四种动

物组成：“网虫”（沉缅网络的青少年）、“碟鼠”（整天窝在屋内看影碟的青少年，并以收集各种影

碟为乐）、“吧蝇”（青少年中的泡吧一族，专喜在各酒吧消遣）、“车狼”（爱好汽车的青少年群

体，部分青年有车，并爱飚车）。而农村青少年基本上没有加入这个“动物世界”。 

2、有些“流行文化现象”在农村青少年中长盛不衰，而在城市青少年中却并不流行。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赌博文化”。多年来搓麻将、走牌、掷色子等赌博现象一直风行于农村青少年

中，从未式微。逢年过节在农家小院里总是能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少年，围着牌桌赌得不亦乐乎。同样的

情景在城市青少年中却并不常见。 

3、相对而言，农村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滞后性。 

改革开放之初，城里已经时兴“嗽叭裤”了，农村里还在流行着“绿军装”。如今由于电视的普

及，在“流行文化”层面上出现了城乡“共此凉热”的现象；但这种城乡之间在流行风潮上的时差至今

存在，不少正在农村青少年中流行的内容，在城市青少年中早已“过时”。 

2002年6月28日晚，在工人体育场隆重上演“2008-北京期待你”张学友演唱会，获得了媒体大张旗

鼓的追捧，但到过现场的不少“歌迷”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倚老卖老”的“怀旧之旅”。现场“歌

迷”的纷纷离席，以及那些年轻“歌迷”听着张学友经典老歌时的一脸茫然，清晰地标示出，“四大天

王”的称号已经渐渐淡出城市青少年的记忆。但在农村青少年中，“四大天王”仍然是一块流行的招

牌；而且可以想见若干年后，“四大天王”的歌曲仍然会是农村青少年的卡带中的主打歌。 

4、农村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现实性强，虚拟性弱。 

农村青少年不追求所谓的心灵感受和体验——“格调”、“小资”情调、“感伤”情愫等虚幻的东

西，他们更在乎的是现实性的刺激和消遣。农村青少年中“暴力文化”（或“准暴力文化”）的潜滋暗

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城市青少年中已经势微的“古惑仔电影”、“古惑仔文化”，在农村青少年中仍有大量拥趸。

“古惑仔电影”和“古惑仔文化”，加速了农村青少年中的“暴力文化”（或“准暴力文化”）潜滋暗

长。一些农村青少年仿照电影中的“帮派”模型，文身、结盟、立规，从而完善了“暴力”色彩浓厚的

农村青少年的“街角社会”。与农村青少年“拉帮结派”的暴力倾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每天都有无数

的城市青少年在网络上斯杀。同样是刺激，前者是在现实的人间，后者是在虚拟的世界。 

正因为农村青少年“流行文化”更突出现实性和消遣性，在农村青少年看来，娱乐圈里的“八卦”

消息、“走光”新闻远不如电视机里那些娱乐节目主持人的逗乐来得有意思。所以，相对于城市而言，

农村青少年的“流行文化”显得不那么先锋，不那么时尚，不那么优雅，不那么前卫，不那么新奇，不



那么另类。 

5、农村青少年对“流行文化”反应慢，无法真正融入更无从影响“大众流行文化”和“青

少年流行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走向。 

青少年是“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直接推动者。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等直接决定一种“流行

文化现象”的兴衰存亡，包括其传播速度、流行时间、发展方向等。像“雪村热”、flash“闪客文化”

等之所以能够兴起，首先是因为它吸引了青少年，而其发展衍变则是在广大青少年直接参与下实现的。

正是青少年爱好者自己制作和传播的大量的flash 作品，使这股热潮愈演愈烈、愈演愈精彩。“网络文

学”也同样如此，其所以流行广泛、影响巨大，并不只是因为有几部“出色”的作品，而是有大量的青

少年在读、在写、在争论、在传播…… 

一种“青少年流行文化”总是在青少年的参与下，才能迅速风行、弥漫开来，以至成为一代青少年

的标志性符号。而农村青少年对“流行文化”反应慢，无法真正融入更无从影响“大众流行文化”和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走向。他们无法通过将自己的审美取向、兴趣爱好等体现在“青少

年流行文化现象”中，以影响主体“青少流行文化现象”的发生和发展。 

 

 

决定农村青少年流行文化特点的原因分析  

 

1、农村青少年有限的购买力，限制了他们对高度商品化和产业化的“流行文化”的追求 

当代“流行文化”是一种后工业的社会文化，“青少年流行文化”往往是商家、媒体与娱乐业合谋

的产物，因此大多落实为具体的消费行为。“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背后裹挟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经

济利益的实现，建立在具有一定购买力的青少年参与的基础之上。同时“流行文化”的商品化和产业

化，使得参与和融入其中的人必需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前提条件。比如，要想在网络世界中“建功立

业”，追逐“网络文化”，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上网，支付大量的上网费用；要真正融入“哈韩一族”、

“哈日一族”，要搜集韩、日明星照片，购买CD、影碟，看演出等，这同样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面

对这些“流行文化”，绝大多数农村青少年只能止步于自己有限的购买力之前。 

由于农村青少年购买力的关系，有些“流行文化现象”虽然也能在农村兴起，却不彻底，没有像城

市青少年那样疯狂。比如“小燕子热”，在农村也曾闹得纷纷扬扬，但终究跟城市青少年的狂热度无法

相比。在城市，“小燕子热”已经融入影视、服饰、美容、出版印刷等各个消费领域，而农村青少年则

始终停留在听歌、看电视上。 

商家、媒体和娱乐界对农村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购买力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他们在合谋一种

“青少年流行文化”之前，已经把这一“流行文化”的消费群体预设为城市青少年。而那些超越农村青

少年购买力的“流行文化”，自然无法在农村传播开去。 

2、远离“流行文化”的策源地 

这种距离并不是指空间上的，而是就社会心理而言。“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在其发端之初，就打

上了城市生活的烙印，迎合的是城市青少年的消费水平、审美趣味、知识水平等。所以，只有那些能为



农村青少年接受和参与，或者经过农村环境的改造后能为农村青少年接受和参与的“流行文化”，才能

在农村青少年中风行起来。而那些无法迎合农村青少年的现实需求和参与可能的“流行文化”，从其发

端之初就注定了不可能在农村青少年中流行，农村青少年对这些“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就更无从谈

起。 

农村存在着与城市不同的传统习俗、乡土民风，这些也极大地限制了某些“青少年流行文化”在农

村的传播。比如，在城市青少年中大行其道的“彩发”，在农村就受的到乡土民风的有力制约。“青少

年流行文化现象”中那些与乡土生活格格不入的道德哗变，在农村更是不容易发生。 

3、缺乏“流行文化”的传播媒介 

十几年前，曾有一位家在农村的高中生，每天放学后跑步8里去收听《平凡的世界》的广播，坚持数

月。这个例子突显的不仅是十几年前那部小说的成功，也说明农村的文化传播环境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落差。如果这位高中生在城里，他决没有必要如此辛苦。城市的文化传播环境使他很容易就能接收

到各种流行的文化信息。他可以听广播、看电视，看杂志、报纸，也可以看书。 

现在农村青少年接受“流行文化”的主要媒介还是主流电视台、电台、报纸，而这些主流媒体在传

播“流行文化”方面的作为是有限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时尚文化，实验与别类文化

等，主要通过互联网、文化杂志、手机等进行传播。这些传播媒介在农村是极为缺乏的，自然这些“流

行文化”也无法在农村传播开来。 

“雪村热”的发端和发展都在网上。真正使“大话文化”流行的是《大话西游》。而此后“大话文

化”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网络，并得易于手机短信的文化传播功能。“F4”的走红缘于《流星花园》

的热播，而中国内地的青少年主要通过VCD机、DVD机和电脑看完该剧。在城市盗版光碟满街走，而对农

村青少年来说，即无播放工具，也无VCD或者DVD，“上网”更不可能。所以像“雪村热”、“大话文

化”、“F4追星热”这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注定无法获得农村户口。 

4、受教育的水平低 

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农村青少年和城市青少年对“流行文化”的品味要求、兴趣点、理解力

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大部分农村青少年即不会“媚俗”，也不懂“媚雅”，更不知如何算是“小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城里的大学生会被《大话西游》里那句“我希望是一万年”的著名台词感动得一

塌糊涂，而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青年则会觉得不过尔尔。“拖沓冗长”的《大话西游》他们不喜

欢也看不懂，王家卫在他们看来不知所云，那帮长得像女孩的韩国男歌星其实也不帅…… 

 

 

加强农村青少年文化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1、阻止不良文化流向农村 

农村的文化建设是一个薄弱环节。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青少年的文化需求在增强，而农村中

一直缺乏为青少年所喜爱的文化活动。因此，一些不良文化趁虚而入，“黄、赌、毒”“上山下乡”，

有些地方的农村文化市场已经相当混乱。各色“草台班子”借“送文化下乡”的名义，以“色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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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揽青少年，封建迷信、“法轮功”邪教也迷惑了一些农村青少年。因此，要加强农村青少年文化建设

的管理，抓好农村文化市场的净化工作，阻断不良文化向农村传播。同时，还要引导农村“青少年流行

文化现象”的走向和农村青少年对“流行文化”的选择，使得他们自觉抵制不良文化，以有力打压不良

文化在农村青少年中的传播空间。 

2、加强面向青少年的文化设施建设 

各级团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坚持思想教育、知识学习、技能培训、文化娱乐“四位一体”的方

针，建设好农村青少年的文化活动阵地。加强农村的文化站、广播站、青少年活动室、图书室、阅报栏

的建设，并确保图书室里有图书，阅报栏里有报纸，文化站里有专职的文化干部，活动室里有活动，广

播站里有节目。 

3、在着力净化农村文化市场的同时，繁荣农村文化生活，大力开展农村青少年文化活动 

在统筹安排、积极引导的基础上，选择一些重要的节假日，分类型、分层次组织青少年开展自娱自

乐的文体活动，这样可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好的效果。充分利用好村镇集市的有利时机，结合当地中

小学的教育资源，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广泛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做到“常下乡，多

下乡”。 

4、扶持培育农村特色的青少年文化项目 

选择一批有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符合乡情、民情的青少年文化项目，并以之带动整个农村青少年

文化活动的开展。积极挖掘和弘扬农村民俗文化、乡土文化，因地制宜，选准项目，促进农村的文化产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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