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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化体现和构成了青年一种特有的社会存在方式，并有它内在的运行机制。这种结构、机制对

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构成一定的价值功能。青年文化和青年政治社会化是青年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两个

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青年文化是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载体，青年文化的社会运行构成青年政治社会化

的文化背景；青年政治社会化又丰富和发展了青年文化，青年文化是青年社会化的产物。 

 

 

文化具有其独特的力量。这种力量优越于外在的约束机制，更具有持久性、深刻性。它塑造个体的

社会人格，树立个体的社会理想，培养个体的社会意识，明确个体的社会角色，从而为个体的社会化提

供一定的文化涵养和底蕴。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底蕴，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的文明和秩序，才能真正接

受社会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强调青年文化在青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正是因为青年文化潜藏

着这种独特的力量，在青年文化的结构、功能中产生一股合力，并流动于青年文化的整个运行机制之

中。 

 

青年文化的社会运行机制 

 

1、青年文化的属性及社会化运作 

青年文化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一种社会化运作。主要体现在：青年文化的形成发展、青年文化

对外界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社会化这一必经的途径。这体现了它的社会属性。青年文化从属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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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的文化系统，是其发展出的一个分支。青年文化只有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方向上的同一性，才

具有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青年文化也只有反作用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才能从中吸取更丰富的营养。它

作用于社会的途径或方式主要有：直接融入社会文化的发展轨道，反作用于社会文化，改变社会文化的

素质；作用于社会文化的受众体，社会成员在对社会文化的参与过程中完成社会化的过程，通过受众向

社会反馈文化信息。 

青年文化既是社会的文化，更是青年群体特有的文化。青年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政治、道德、科学、

审美等的价值观念，制约着青年的认知倾向、行为模式、审美情趣和心理倾向，反映着青年的社会生存

形态。因而它具备双重属性。青年文化与社会共生的社会属性，使它具有了社会存在的条件和社会发展

的可能，为它与社会文化的沟通提供了前提条件；青年文化的青年属性，又使它具有了在青年群体中生

存和发展的能力。青年文化对青年具有特殊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更容易被青年所接受和认可。这就为青

年文化作用于青年社会化提供了优势条件。青年文化的双重属性，使它成为社会对青年进行政治教化的

重要载体。 

2、青年文化的内涵、功能及其对运行机制的规定性 

青年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

度和精神追求等，具有文化的熏陶性、思想的感染性、教育的引导性、价值的取向性等特征。这就决定

了它的功能组成主要是对青年精神世界的构筑和统领，构成青年的文明行为和青年群体的有序发展，及

与社会的合理“接洽”或说正确的社会定位。它引导着青年对社会文化的触觉。 

青年文化独特的内涵及功能，构成和表达了独特的文化意义。青年文化很大程度是属于观念性的构

成而不是物质性的构成。从根本上理解，青年文化作为社会“副文化”的形态，主要是以一种精神性表

现方式而存在，表现青年群体的一种精神性价值追求。这一点截然不同于社会主导文化的功用性和秩序

性特点。所以，也可以说，青年文化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一种心理机制，青年在社会中认知文化、规范文

化是皈依还是叛逆，是超越还是顺从都受青年文化的心理机制的作用和影响。这种机制的具体表现形态

有：（1）补偿机制。当青年想超越现实生存环境中的困境，摆脱精神困惑的时候，会在这一特殊的文化

圈中寻求补偿和安慰，缓解因和成人文化相冲突而产生的焦虑、痛苦、烦恼。这种补偿机制缓解了青年

文化和社会主导文化的矛盾冲突。（2）认同机制。青年对青年文化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认同感。这种认同

是接受社会规范的认识前提。（3）交流机制。文化交流是精神情感交流的最好方式。通过文化交流，实

现与社会的交流、与自我的交流。（4）理想机制。青年文化承载着一定的社会理想，是社会理想的一种

表征。“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文化以它特有的表现方式诠释世界的意义，昭示着社会的理想和目

标。理想有利于实现对现实的精神超越，激发人内在的奋发向上的力量。 

 

政治社会化的实质、特点及与青年文化的内在联系 

 

政治社会化，主要是指人们通过政治文化的学习、传递、发展，形成一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能

力，成为政治体系中的一分子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社会政治与个人相互作用的，是社会对社会成员进行

政治教化、形成其对社会政治的认同。它向个人传递关于政治价值体系、行为与观念的准则，启发个人



形成相应的政治信念和品质，培养个人的政治能力，使其能有效地参与社会政治过程。 

用一句话来概括，青年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是青年与社会的互动过程。这也是青年文化与青年政治社

会化的共通点。青年的认知倾向和行为模式与其所处的客观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及传统文化，共同构成

青年文化的一般基础。这一基础反映了青年文化也是青年与社会互动的结晶。 

政治社会化与青年文化的关系，实质是政治文化与青年文化二者的关系。因为政治社会化的实质和

核心，是要传递一种社会的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实际上是政治文化的社会运行。政治文化和青年文化

是两个相交的文化圈。政治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学习、传递、发展都不可分割地和青年文化融合在一

起。政治文化以青年文化的形式出现可能会更具备渗透力，同时青年文化也从政治文化中吸取更丰富的

营养。青年文化构成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文化生态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1、青年文化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催化作用 

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社会政治生存环境与个人政治生存需要的统一。青年文化既表达了青年的生存

发展需要，又提出了社会政治的进步发展需要，是二者的统一体，协调了社会政治发展与青年政治追求

二者之间的利益矛盾。 

青年文化是青年思想的窗口、意识的感应器，集中反映了青年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认识，社会可以通

过它敏锐地捕捉到青年对社会政治的态度和思想，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对青年进行有效的政治教化。 

青年文化为实现青年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自我教育的潜能提供了文化机制。自我教育是政治社会化

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青年怎样学习政治文化，并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实践，形成稳定的政治思想

意识和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努力。青年文化对政治社会化的参与，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是青年主体性的张扬。因为青年文化更多的是青年利益与愿望的昭示，它是代表青年整体参与到社

会文化这个大氛围中，去积极地适应这一氛围，同时还在其中投放一点异质因素以改变这一氛围。它使

青年具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愿意自觉地吸收“母体乳液”。青年文化对青年主体性的释放，有利于

实现青年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自我教化。 

青年文化是借以政治社会化传播政治文化的有利形式。青年通过青年文化这一文化中介，接触社会

政治文化的浸染；社会政治文化通过青年文化这一过滤器，以青年文化的形式运行，使政治社会化的内

容在青年群体中具有一种“合法性”和“合理性”，增强了说服力，更易被接受，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化

效果。 

青年文化是一种未定型的、不成熟的、过渡性的文化。这是由青年人格的未完成性以及青年群体的

代际性决定的。青年文化随时处在能汲取和组合外界文化信息的开放状态。这既是青年文化的弱点，也

是它的长处。它表明青年文化始终处在生长状态，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再造性，为社会引导青年文化的

健康发展，以及青年文化自主创新成长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也给社会政治文化提供了较大的生长空间，

为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种开放的文化机制也为青年个性的张扬、人性的伸张，创造

了一种良好的氛围，有利于青年政治人格的成熟。 

2、青年文化对政治社会化的阻碍作用 

青年文化有可能加速、也有可能延缓青年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青年文化在总体上毕竟是一种与主流

文化相背离、反传统的文化，是青年的一种自我扩张。青年自信自己的能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因而对



社会政治更有一种驾驭的欲望而不是被奴役，对社会政治文化不是轻易地接受。自我扩张程度越高，冲

动压抑理智，思想上、行为上的盲目性就越大，越容易造成政治社会化的挫折。青年迷信和执着于他们

自己的文化，而用一种理想或褊狭的眼光去审视社会政治文化，对社会政治的认识有失客观、理性，社

会阅历和政治经验不足，因而在政治参与上难免产生偏执情绪和不成熟的想法，造成青年政治社会化过

程中的心理、思想和情感障碍。青年对青年文化的依赖性，也压抑了他们对社会生活规则自主取舍的空

间，理性精神和自律人格得不到培养。 

青年文化是个开放系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撞击和冲突。青

年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社会思潮无所适从、无所归依，极易陷入价值选择的失范状态，给青年造成自我

定位的困难，难以把握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 

青年文化在内容上与政治社会化有很多方面是相违背的。由于所体现的文化主体的意愿不同，因而

在内容上必然存在差异。青年文化更多的是反映青年的群体生活，更多的是被青年的行为方式、思维方

式所充斥，它并不完全按照社会的要求来发展，在发展方向上也存在一定偏差，发展上有着一定的任意

性。这是由它的青年属性决定的。内容上的差异，容易造成青年在认识上的混淆。不过这不是占主导地

位的，只不过是一旦它超越了社会属性的地位，失去了与社会属性的平衡，就可能会对青年的政治社会

化造成不利的影响。 

青年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边际地位，使得它在运行中往往要讲求一点生存发展的“艺

术”，既要维持自己的特点，又要符合社会的要求；既要满足青年的精神需要，又要适应社会的发展需

要，要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最合理的支点，以形成一个比较完美的架构。这种生存“艺术”或法则，不

利于青年形成对事物的鲜明的立场和观点。 

青年文化主要是精神性或意识性的表现方式，使得它往往在青年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不易消除其

负面影响。但同时又有利于青年对某一正确信念的坚守，关键在于主流社会政治文化如何引导。 

青年可以说是最有个性的群体，个性的差异会直接导致群体内部的分化，这样青年文化对政治文化

的传播就被发散，同一文化内容走向不同层次的群体空间、被加以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青年政治社会

化的效果被弱化。 

青年的自主性和主体能动性，增强了青年对自身的优越感，权威的力量在青年的面前遭到挑战和瓦

解，传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灌输等方式已经变得软弱无力，教育出现失范，这给青年政治社会化带来

许多困扰。 

总之，青年政治社会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青年文化对政治文化的解读和政治文化对青年文化的提

挈，换一种说法，也就是离不开政治文化的青年化和青年文化的政治化。 

 

互联网文化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当今，互联网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已初步具有了自己的发展结构、机制的社会文化，正对青年文化形

成新的冲击，其中既包括建设性的力量，也包括摧毁性的力量。 

一方面，网络文化呈高度的开放性和浓缩性，文化沟通变得异常的广泛，促进了青年社会意识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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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有利于青年的社会化进程的加快。网络文化同传统的媒介、教育方式相比，更强调与受众的双向互

动交流，为个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可能。社会化过程不再是个体被动接受灌输的过程，而有了自

由选择、主动参与、自我实现的空间。青年在与网络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没有传统教育和意识形态强制

性、惩罚性的约束，自主性、能动性被大大激发，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网络文化天生具有一种对青

年的亲和力，容易被青年接受和认同，在现阶段可以说是一种 “青年楷模文化”。 

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真实性和确定性的缺失，又会影响青年对正确社会政治观念和真实社会现象的

理解和认识。一般说来，社会化必须是“青年实际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而青年却往往迷恋于

网络展现的虚拟世界，青年眼前的客观世界被网络构筑的虚拟世界所覆盖，这就架空了社会化的基础和

前提。还有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距，都易造成青年思想陷入一种混淆、困惑、迷茫的状态，对现实

的政治文化产生怀疑，社会政治文化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而突出相对性，从而失去应有的规范力。  

网络文化使人的社会化在网络生存这一新的生活方式中产生了全新的方式，社会化的传统意义被解

构、传统模式被消解，这也必然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无序和失范，弱化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效果。网络文化

的过度膨胀，往往消解青年的人文精神、审美情趣，使他们忽视理想、道德、感情，这易导致青年政治

社会化的土壤被荒漠化，变得贫瘠。网络使青年政治社会化过程缩短，容易造成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矛

盾和问题的堆积，不能够给问题的解决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网络文化应成为青年文化的一股新鲜血液和青年政治社会化的一个崭新的载体，应得到合理有力的

开发和引导，使之不断成熟，开出鲜艳的花、结出丰硕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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