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87

“佛系”青年大学生的特征及成因浅析 
高冉 1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 

摘要：“佛系”一词近几年受到各大媒介平台的广泛舆论关注，这一现象也折射出青年人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认同，深入了解青年
“佛系”现象，探究其原因，并积极探讨应对措施，对于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做好青年学生思想引领工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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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最早见于 2014 年，日本著名时尚杂志《Non-no》首

次提出，用来形容遵从自己兴趣爱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
生活、做事的男性。“佛系”一词自日本传入我国后，引发了微博
主、网络粉丝、微信公众号、大众传媒的裂变式传播。经过网民的
创造性转换，“佛系”成为一种“安于现状、安于平庸、顺其自然”
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受到许多网民的传播和认同。 

2017 年，国内自媒体引用“佛系青年”这个词并进行了创造性
转换，意指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上“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
一切”的青年人[1]。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佛系”词汇：“佛系考
试”、“佛系健身”、“佛系恋爱”、“佛系购物”等等。成为当时社会
热点话题，这一现象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许多学者对该现象
产生的时代因素、生成机理等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进行了剖析。 

一、“佛系”现象的内涵 
“佛系”青年主要是 20-30 岁的青年人，他们的口头禅通常是：

都行，可以，没关系。其所坚持的“佛系”的人生价值理念及生活
方式与佛教并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只是引用佛教思想的表层意义，
将不求输赢、随遇而安、看淡一切作为自己的生活态度。[5]他们通
常具有：过于关注自身想法和需求，注重追求自己的兴趣以及内心
渴望的生活，对社交、竞争等对外较强的活动缺乏兴趣。大众眼中
的“佛系”青年大致都是具有不温不火、不求突破创新、没有惊喜
但能保证完成任务的特征。 

实际上，“佛系”青年并不都是没有人生理想、没有价值追求、
没有人生目标的，他们口中的佛系，有时只是借以缓解内在焦虑和
外在竞压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佛系”并不是一个积极正向的词汇，
代表了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无奈和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 

要做好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必须对当代大学生
的思想特征以及其产生的背后原因进行客观分析、探讨。 

二、“佛系”青年成长的环境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70 后、80 后”所处的生长环境

不同，当代青年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和
改善，在物资紧缺的年代，70、80 后要改善生活需要自己不断努力
和奋力拼搏，90 后出生于改革开放后 10 年，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得以极大的改善，其成长的过程有丰厚的物资基础[3]。即便不付
出努力，也不存在影响生存的情况，这是“佛系”青年能够看淡一
切，对生活、学习、事业都淡然处之的最根本的原因。 

另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计划经济
时代有很大不同，住房医疗、就业养老、教育等不再是由国家安排，
机遇和选择也就意味着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以及不确定性，焦虑情绪
便相伴而生。随着社会转型和变革，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
会阶层出现分化并且呈现固化态势，“90 后”所拥有的机遇减少，
上升通道逐渐狭窄，面临高房价、养老、就业等压力，在价值观危
机面前，使得 90 后青年大学生需要通过新的方式面对现实问题，
进行自我解压，“佛系”理念刚好契合了当代青年的心理诉求，纷
纷用这个词语表达自己的无奈，在处事方式上“都行”、“都可以”、
“都没关系”。“佛系”一次刚开始只是一种自嘲，借助网络的迅速
蔓延，“佛系”二字得到越来越多青年人的认同和效仿，进而发展
成为一种青年亚文化。“佛系”亚文化虽表面上淡然，深入探究便
会发现，该现象是青年群体对现实无奈的妥协退让，借此来对抗群
体焦虑。 

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商业媒体的营销造势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佛系”文化现象的形成和传播创造了技

术条件。90 后是网络信息时代的原生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
技术的兴起，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便捷、自由且富有创意的交流空间，
他们作为微博、微信、抖音新媒体平台的积极实践和追捧者，他们
善用网络平台，不仅参与构建了网络文化的形成和广泛传播，也不

断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将网络文化不断内化、认同，并部分转化
为外在行动。在社会压力下，焦虑迷茫和无助的青年普遍心理，在
网络媒体的传播下，迅速受到青年群体的认同，“佛系”成为表达
青年普遍心态的最佳代名词。 

“符号消费”是当前新媒体的重要盈利点，能够在新媒体时代
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从经济利益出发，切中“佛系”青年大学生
的心理特点和喜好，不断推出相关网络产品、电子游戏等进行营销
造势，对青年大学生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媒体对青年社会压力和
焦虑情绪的宣传渲染，对“佛系”现象的扩散和影响起到了助推作
用。 

此外，网络语言具有简约、概括性强、高效的特点，从“佛系
青年”、“佛系考研”、“佛系追星”到后期的“我佛了”，能够简练
的表述出看淡一切的心态，从而是使得网络语言更加简练，传播更
加方便快捷。 

四、趋同从众心理 
当一个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和认同“佛系”，会在群体中

间造成一定的压力，影响和推动其他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其
中，将自己归类为“佛系”青年，使用相关词组和语言，并在不自
觉的情况下行为发生改变，与“佛系”青年保持一致，表现出对“佛
系”文化的认同。 

五、青年群体自身的特点 
青年群里处于人格、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定型期，他们或刚步

入社会，或在校园读书，对于未来存在美好的期望与迷茫心理，常
常具有“娱乐和反叛”的特点，思维活跃、自我意识较强，容易受
到多元信息和价值观的影响。加之青年成长所处的政治、经济、文
化环境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中，西方的个人主义、反叛权威以及追求
自由的价值观大量充斥面前，影响青年群体。 

六、青年的成长需求失衡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有从高到低 5 种需求：生理的需

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爱和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
要，人的需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由于受到客观条件
的限制，并非所有人的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当前我国社会正不
断走向多元化，代内差异越来越大于代际差异，当需求得不到满足
时，就会产生焦虑、迷茫、甚至嫉妒的心理反应。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曾断言，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
心理压力越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为应对
心理、情感上产生的负面情绪，需要寻求一个表达自我、倾诉自我
的出口，“佛系”话语的使用更多的是青年的一种宣泄，其中不乏
有人喊完“佛系”考研，转身投入考研学习中。 

“佛系”青年是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它有着自己
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因素，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必须看到、看重这种普遍的亚文化现象，辩证看待和分析这一现象
并深入研究，以期启发、引领新时代青年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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