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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爆火现象下网络审美文化的特征与价值反思 
张菁菁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市   541004） 

摘要：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进入了全新的时代，网络审美文化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以抖音短视频为代表的网络
审美活动给视觉感官带来的刺激，拓宽了大众的视野，同时不可忽略其对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负面影响。把握审美文化特征以及
审美误区后对网络审美泛化进行反思，对如何辩证的看待网络审美文化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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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后，摄影、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等媒介不断问世，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审美活动，改变了审美活动的形式，网络审

美文化因运而生。当今，网络已经全面深入的介入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现代科技发展和信息化加速背景下，图像视觉文化逐渐取代印

刷文化占据主阵地，图像凭其直观、生动形象、信息涵盖亮大，浅

显易懂等优势席卷了人们的生活，抖音凭借其视听结合的方式迎合

了受众的接收习惯，受到了大众的追捧。抖音的火爆彰显了当下网

络审美文化的民主化与多元化，体现了当下流行审美趣味和审美时

尚，而网络不良文化的泛滥和网络文化管理规范等问题也给我们带

来了深层危机，网络审美文化正在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一、何为网络审美文化 
按照杜威的观点，审美就是活的生命体和环境相互作用，产生

出一个个连贯、完整、完全、独立、生机勃勃的圆满的经验，理智、

情感、实践都蕴含其中，无法一一划分开来。 当计算机、网络媒

介介入审美活动之后，必然产生一种与传统审美活动相区别的新型

审美实践——网络审美活动。我们一般认为网络审美活动的发生需

要从建立审美态度，寻找审美对象以及构建审美心理场这三个方面

的条件促成。首先大众需要从日常生活的繁忙、紧张、焦虑中脱身

出来，建立审美态度。其次是需要找到一些形式新颖，内容独特的

审美对象，以唤起审美主体的关注，加深审美体验。在此基础之上，

审美主客体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具有磁力般的心理场，网络审美活

动得以发生。网络审美文化标示着网络审美活动本质性的内涵和特

征，以探论网络审美活动的整体风貌。 

二、网络审美文化的特征 
（一）图像化的地位优势 

随着人们审美习惯以及大众文化的需求的改变，人们的阅读方

式也随之改变，当代社会图像化的传播，推动着视觉文化的发展，

图像化的的普及日趋常态，人们可以在得到视觉享受的同时获取其

需求的信息。比起传统的文字，图像具有更直观性，它以生动形象

的特点，能加深人们对事物的印象，因而比文字更具有普适性，因

此视觉文化审美的中心逐渐由文字偏向图像。人们更愿意在海量的

信息中迅速筛选最直观、最感兴趣的的图像信息，因此改变了其审

美需求，一定程度上也推进了图像时代的发展，图像满足了人们日

常生活中文字所不能达到的一些要求，并形成了对图像的依赖。除

此之外，图像相比于文字也更具传递的优势，这一点体现在眼睛这

一感官功能上，人们可以通过眼睛直接来理解图像和画面，不受教

育水平的制约，因而更适应大众文化需求。 

作为近两年短视频平台中的佼佼者，“抖音”为中国大众提供

了直接交流的途径和建立了即时交流的文化空间。在视觉呈现方

面，抖音 APP 里视频图像以全屏化的方式呈现在受众眼前，简洁的

排版模式，使图像主体以最大限度直观的投射至视觉器官，迅速吸

引人们的注意力，大众将目光始终聚焦在屏幕中，就此拉近了审美

主体与拍摄主体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参与到视频的情境中去，营造

了一种沉浸式的审美体验。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 

德国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在他的《重构美学》中提

到，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和传媒文化。 在网络

推动下，审美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使得当今的文化形态呈现出区别

于以往的碎片化、草根化等特征。抖音最典型的审美体验是碎片化，

这种碎片化体现了在信息传播时代中由于信息超载，以及现代社会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娱乐时间不固定，受众渴望利用闲散的时间来

达到自己的审美需要。抖音平台的短视频内容以 15 秒的时长为多

数，它融合文字、语音、图像等内容，借助剪辑自由表达欲求以满

足观者的视觉快感，15 秒的优势，可以让受众在最短的时间内观看

自己感兴趣的热点内容。手机智能终端直接导致了短视频用户对碎

片化时间的充分利用，在空间碎片化方面，它作为网络审美活动的

载体，与传统的审美活动如电影、电视受限于特定的空间不同，它

不会因为受限于特定空间的突然结束而破坏审美体验。 

抖音平台的广告语是“记录美好生活”，个人化的日常生活成

为短视频影像艺术的叙事策略，抖音引领了日常生活新表达。网络

的发展使得艺术与生活的边界不断融合，审美经验和日常经验的界

限不断消解，在网络审美文化中逐渐呈现出崇高退场而日常生活登

场的转变，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具有个人风格的审美活动创

作，在网络审美活动中获得实践肯定的审美性存在，抖音短视频平

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展演的重要媒介空间。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交娱

乐媒介，以其内容制作简单且容易操作，打破了由于技术繁琐而形

成的壁垒，为“草根”提供了巨大的表演舞台，同时也为受众提供

了海量丰富的审美经验。 

（三）感官快适优于理性思考   

网络审美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方式，

比如通过大量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以及片段循环式的音乐，突破

了与以往不同的视听习惯，网络审美活动的出现使大众在审美接受

的过程之中会选择更为直观而不依赖过多理性思考的审美形式，因

此出现了大众在审美的初级阶段多处于一种感性阶段，缺乏深层次

的理性思考。传统的审美方式多以单一的形式呈现，而抖音里的一

个短视频能涵盖音乐、文字、图片三种不同形式的内容。这种网络

审美活动的出现反映出大众在对感官体验上极致的追求，当受众在

进行审美活动时，最先得到的是表层接受感官的满足，这与大众文

化的审美特性有关，它侧重和强调的是通俗审美，以轻松愉悦为目

的。大众在快节奏的网络审美活动中，对于事物的感性形象关注越

来越高从而忽略了形象所承载的意义，所以网络审美文化并不仅限

于感官上的刺激与满足，在内容上更应该展现文化的深度以及对人

生价值的思考。 

三、网络审美文化的反思 
（一）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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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开放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宽广和自由的参与审美活动的

空间和平台，让审美自由得到真切的表达。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让

曾经以艺术为核心的审美概念如今弥漫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它消

解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人们的

精神文化需求也不断增长，人们对美的渴望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幻

象，它体现了艺术和审美的民主化，让审美不再仅仅只是高级知识

分子和艺术家的专利，人们在精神方面的审美需求得到满足后，有

利于培养出健康、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美学借助着

新时代背景下网络媒介的力量，为现实生活提供了更多审美化的因

素，也为美学自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 

（二）负效应   

网络审美活动在强调多元和个性的同时，也让美的概念不断的

泛化和延伸，与传统审美标准相比，网络审美体现出的标准改变了

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关注度与点击率成为了网络审美作品

是否成功的量化标准，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代社会，受众更愿意在日

常生活中去享受一种短暂、快捷、轻松的审美方式而不愿再花费时

间并受限在某一空间里进行审美活动，这导致美和艺术的本源权威

性被破坏，并导致了审美主体在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和审美观念在

当代的转型，受众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下，越来越沉湎于以一种围观

者的态度参与社会，而不像传统的审美方式那样以“在场”的方式

融入对象，这种直线型的需求与单薄的吸引力造就了许多网红，那

些传统的美很难在当今网络中创造价值。 

当下网络时代图像的兴盛，人们直观感性力的进化是否造成以

文字为代表的理性逻辑判断力的退化？我们可以在网络审美活动

中强烈的感受到文字处于衰弱的地位，声音、图像占据了网络的主

要位置，图像以其直观性的展现方式表达出文字的抽象意义而被大

众所喜爱，审美逐渐转变为“重娱乐，轻教化”。网络审美活动内

容中的过度娱乐与庸俗趣味满足了人们的感官快感，但我们应该知

道，审美的最终目标不是普通、低层次的感性，而是一种经过特殊

培育的较高层次的快感，过分的沉浸在娱乐之中会削减人们从精英

文化审美中获得的自我意识能力。正如一些恶搞娱乐行为早网络上

不断被模仿炒作，让任何事物都可以以调侃与庸俗化的方式出现，

这种倾向最大的弊端就是破坏了真正审美，消解了审美的现实意

义。 

四、总结 
当下以图像占据主流的网络审美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大

众文化现象，它体现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步，新兴的网络媒介赋予

了大众更多的表达机会并以此形式广泛传播，以短视频为代表的网

络审美活动给视觉感官带来的刺激，拓宽了大众的视野，创造了属

于自己的文化场域。此外，网络环境对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

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过分沉溺在网络快节奏的浅层式娱乐中，容易

侵蚀理性思考的能力。为构建良好的网络审美文化生态，避免网络

环境对审美趣味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从外部环境建设入手，净化

网络环境；另一方面，增强大众审美能力，培育理性的批判思维，

不能忽略精英审美文化的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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