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部分青年中存在的“伪精致”现象在本质上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

错位反映，其主要表现为过度强调物欲满足、过度追求符号化意义和追求享

乐主义感官满足等，其产生根源在于错误舆论误导引发的青年奋斗价值观

缺失、强调奢侈欲望满足的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和青年群体急切渴望社会

关注和圈层融入的心理需求。引导当代青年去除“伪精致”现象，应当从认

知层面给予他们更多理解和包容，与此同时，引导其从多重维度理解和把握

“精致”内涵；从实践层面创设情境拓宽青年参与社会价值创造的路径，使其

领悟奋斗是实现幸福的正确路径；从制度层面则需要不断完善有利于促进

青年全面发展和进行理性消费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

【关键词】青年 伪精致 消费主义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日趋热切。精致生活是一种高端、雅致、美

好的生活，但并非是奢靡生活，虽然这种生活状态有时确实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

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先富阶层举手投足展示出的高级品牌、优质妆容以及顶配物品，勾勒

着精致生活的场景画面，成为他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然而，当代部分青年极力炫耀与展示

的所谓“精致生活”，却是一种“伪精致”。青年“伪精致”现象是指经济收入相对薄弱的青年群

体进行过度消费、面子消费，炫耀展示“精致生活”以获得暂时心理满足的现象，其中既有追求

物质欲望满足的需求，又有渴望被关注、被认可和被尊重的精神需求。“伪精致”之“伪”，在于

超越了自身消费能力的实际情况，在于误解了寻求被接纳认可的方式途径，相对于真正的精

致生活，这是一种在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满足上的双重错位——物质欲望过度超前而精神境界

的提升相对滞后。青年群体对精致物质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有释放生活压力和缓解心理紧张

的作用，但又在符号化消费体验和仪式化身份包装中制造出新的焦虑。“伪精致”现象集中暴

露了部分青年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目标方向、手段方法和呈现方式上的错位，如果不能及

时正确地加以引导，任由其蔓延扩散，势必会影响青年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

与稳定。

当代部分青年“伪精致”现象分析及引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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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青年“伪精致”现象的主要表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追求精致生活反映了人民

对美好生活积极追求的态度，“精致生活是相较于粗陋生活而言的，虽然精致生活并非特指奢

靡生活，但精致生活的获取确然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财富积累做前提”［2］。随着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精致”成为了部分年轻人口中美好生活的代名词，但过多地注重和追求“精致”的外

在物化生活，用物质装饰去蒙蔽现实生活的不堪，用视觉呈现获得自我心理满足，让他们不得

不面对“‘面子’凌驾于‘票子’之上的尴尬现实：过度追逐所谓‘品质生活’，掏空身心”［3］，进而

导致“精致穷”。不论是“精致穷”还是“伪精致”，同样反映的是部分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尽管是一种错位的反映［4］。

第一，过度强调物欲满足。当代青年成长于市场经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有的

受市场经济和商业传媒的负面影响，在物质追求方面出现过度化、泛化的取向，把获取财物

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通过获取财物来追求幸福、以拥有财物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自己和他

人的成功［5］。部分青年将自我价值实现简单等同于物欲满足，对物质的追求胜于对精神的追

求，消费多倾向于过度的物欲满足与物质载体的美化呈现，多注重于奢侈品消费，通过精心摆

拍、修图再配上醒目的文案，将奢侈物品消费“晒”出来，通过炫耀来获取心理满足感，甚至在朋

辈之间引发攀比心理，刺激更多物质消费，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成瘾”式消费状态当中。有学

者直言：物质化已然成为部分当代青年价值取向的症候之一，他们中存在的物质主义、消费主

义的崇拜，是对个人奋斗、理想抱负的放弃［6］。如果不对部分青年中存在的价值追求严重物质

化的状况加以引导，任由其肆意膨胀，势必会出现物质欲望挤压精神世界的问题，引发精神世

界的庸俗化和空虚化，最终导致人的主体性被逐渐侵蚀，缺失对生存意义的终极追问，忽视人

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过度追求符号化意义。真正的精致生活来自对待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积极健康

的态度，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对平凡生活的尊重。不可否认，美好精致生活不可或缺一些

庄重的、典雅的仪式，通过这些恰当的、规范的仪式环节能够强化对生活的严肃认知，增进人

际间的情感交流，增加生活的厚重意义。然而，部分青年却错误地理解了“生活需要一种仪式

感”的含义，过度追求物质消费的符号意义，将仪式简单等同于消费符号的叠加营造。法国哲

学家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消费的逻辑被定义为符号操纵”［7］。可以说，“伪精

致”现象集中呈现出这种被过度的符号化操纵出来“仪式感”。这种“伪精致”生活所实现的仪

式感是浮夸、张扬、炫耀式的，是为了获得超越现实的社会地位、社会意义和社会关系而刻意

营造的“仪式感”，是为了满足将自己从群体中凸显出来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将生活场景进行视

觉加工、选择剪裁、过度渲染、过度包装，以完成与自己的实际身份、地位并不符合的界定。比

如购物需要包装，只有精美的礼盒才能满足自身的审美要求；饮食需要搭配，红酒牛排配烛台，

各种韵调都不能缺少，等等。“伪精致”下的“仪式感”并非是对自我精神实现的彰显，也不是对

传统礼俗仪式的传承，而是充斥着刻意的营造感，是对消费符号的过度追逐，是陷入了消费符

号所编织的意义之“笼”。

第三，追求享乐主义感官满足。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人人都渴望获得幸福感。幸福

感的获得，一方面需要有奠定幸福的客观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需要有对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评

价，它综合反映着个体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过程。然而部分青年受到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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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社会思潮和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简单地将奢靡生活等同于幸福，将享乐主义物欲满足带

来的快感等同于幸福感，开始动摇和放弃社会倡导的“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适度原则，鼓吹

和实践“及时行乐、超前体验”的享乐主义，逐渐成为过度物欲与感官满足的奴隶。然而，在自

身经济实力无法达到的情况下，部分青年要么通过非理性地过度透支消费来达成享乐主义的

快感体验，要么通过场景摆设、虚化周遭、裁剪截图、滤镜渲染等方式实现精致晒图来获得虚妄

的幸福感，在这种“幸福感”背后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疲于还贷的不堪，是真实生活场景中

的凌乱、邋遢、粗陋的一地鸡毛。当然，适当的物质欲望满足和快乐满足本无可厚非，令人忧虑

的是一旦部分青年将追求享乐主义感官满足泛化并等同于精致生活的主观感受，盲目跟风追

逐“活在当下、及时享乐”，拒斥理性、审慎和思辨，远离精神世界的庄重崇高，将稳稳的幸福感

等同于即时快感的满足，长此以往，沉浸“伪精致”的青年在日常生活充满享乐主义的表层喧嚣

中，容易忽略诚实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真谛，忽略内在价值的修炼和精神世界的成长，距离真

正充实笃定的幸福感会越来越远。

二、部分青年“伪精致”现象的发生根源

2019年关于“伪精致”的两篇网文《“伪精致”，正在掏空中国年轻人》和《别让“伪精致”毁掉

你的生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伪精致”一词逐渐流传开来。部分青年在大众媒体关于

“身份与成就”的舆论裹挟中，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商业推销不断推波助澜下，再加上借贷消费的

出现提供了某种便利，为了维系“伪精致”生活往往进行超出实际经济条件的消费。

第一，网络新媒体的误导是“伪精致”现象发生的媒介诱因。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介

迅猛发展使得某些不良社会思潮广泛传播，影响了部分青年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塑造，其

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物质化享乐主义对部分青年奋斗价值观的侵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

济不断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青年群体大部分生活条件相对富足优渥，从

小就生活在舒适的温室里，缺乏足够的社会磨炼的机会，容易受媒体焦点事件中不良价值

观的影响，出现“人凭物贵”“及时享乐”等错误思想，不愿意通过持续的艰苦的努力奋斗来实

现和创造价值，习惯于从物质享受中获取快乐的年轻人，也再难从平凡的奋斗中体验到劳动创

造所带来的幸福［8］。特别是自媒体的表达狂欢迎来了网红时代，让青年人看到了网络媒介制造

的快速成名与一夜暴富，一部分青年梦想被“锦鲤”附身成为网红，没有耐心、没有心情沉淀下

来去思考如何成为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加分析鉴别地使用新媒体加速

了部分青年理想信念的风化腐蚀，更激发了心中的空想与猎奇之心，拒斥远大崇高理想，投身

于不切实际的幻想，更加注重物质的消遣和包装，他们习惯性地把精拍精修的照片和文案分享

到朋友圈或者微博空间，媒体好友在浏览时就会关注并解读和钦羡其晒照背后所包含的社会

身份，从而仿效进行类似的消费，生产类似的社会身份，于是经由网络新媒体不断的“种草”和

“安利”，跟风攀比消费由此不断循环发生。

由此可见，网络新媒体对单纯物质生活的“精致”进行过度渲染和传播，很容易使一些青年

模糊努力前行的目标和弱化埋头奋斗的动力，其心理活动的自我劝说机制开始启动运作：与其

长时间坚守追逐的厚重意义，不如满足物质快感来得直接；与其注重内在涵养的自律与激励，

不如消费购买的身份与品味来得更加容易，这些心理暗示迅速在精神世界攻城掠地，进而丧失

奋斗动力，高举享乐主义大旗而掩饰真实生活中的懒散懈怠，只知欣赏生活中的“甜”，忘却了

生活中所应该有的“酸、苦、辣”。

第二，消费主义思潮影响是“伪精致”现象发生的思想根源。“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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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过度的物质占有或消费作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的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

的行为实践”［9］。消费主义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个人消费

水平来衡量幸福程度和人生价值［10］，其宣扬为了消费而消费，通过消费炫耀其特殊身份、意

义和地位。一方面，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消费主体价值取向受到了物质化的误导，消费

主体的消费心理与价值观导向被引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消费追求

中。受到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部分青年生活着眼于当下，把享乐看作一种目的从而

进行肆无忌惮的消费，吃好、玩好、用好，一切以高消费活在当下。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的

逻辑中，消费不再是物的某种功能性获取，商品中隐含的是符号化、差异性的社会关系，引

导人们通过消费获得身份和社会意义。波德里亚认为：“很少有物会在其没有反映其背景

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

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11］这意味着，当我们拥有这个物的时

候，就等于拥有了这个物品所代表的整体，拥有了物品背后的某种特殊的符号价值，比如社会

地位、卓越品味等，消费的深层逻辑是符号和编码，其最终实现的是标识人们的社会差异。裹

挟在消费主义大潮中的青年群体逐渐深谙此道——“物品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的使用功能，

而在于它所代表的符码意义”［12］，由此错误地认为，消费而非生产才是实现价值和创造意义

的推进路径，通过消费可以包装自己的身份，通过消费可以标识自己的品味，通过消费可以获

得外界的尊重，并按照此逻辑，注重自我设计却仍在探索实现路径的部分青年就很容易跳进

消费符号铺就的通道。

第三，急切渴望被社会关注和被圈层接纳是“伪精致”现象产生的心理根源。渴望精致生

活包含了青年的多重心理诉求，既有对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渴望，又有被圈层接纳与维系人

际关系的需要。一方面，当代部分青年“伪精致”现象的产生来自于他们渴望被社会关注的强

烈愿望。青年正处于向成年过渡的阶段，从社会角色上看，青年具有典型的边缘人身份特点，

他们既不能分享成人的权利，又不能停留在青春期以前即儿童的不负责任状态；他们既不能

受到成人的真正严肃的对待，又不为成人所忽视［13］。身处“边缘”地位的部分青年强烈渴望

实现从“边缘”向“中心”的发展，他们急切地渴望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他人如何认识自

己非常在意，期待获得更多的积极评价和良好印象，但在自身综合实力并未真正达到精致

程度的境况下，就会更多地借助精修晒图来呈现所谓的“精致”生活，进行印象管理，以为社

会能够按照自己所期待的方式对自身做出回应。另一方面，部分青年有意营造“伪精致”生

活场景来源于他们渴望融入圈层和维系社交的强烈愿望。圈层原本是描述地理领域的专

用名词，后来引申为人们基于同质趣缘黏合而成的一个个有层级的相互嵌套式的圈子。从

社会融入角度来分析，当代青年群体在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的同时，也在承担社会现代化

转型的成本，比如人际关系的疏离、圈层化的排斥和归属感的淡漠等，他们常感受到难以融

入人群的孤独感、不被接纳的孤立感和茫然无措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急切地

希望摆脱圈层排斥和人际孤立的困境，尽快融入特定圈层并实现人际互动，寻找到立足社

会的心理依托和现实依靠。于是，部分青年要么为了避免来自圈层群体的压力，为建立人

际关系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通过跟风效仿呈现与圈层人群类似的“精致”生活状

态，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引起圈层关注、快速融入圈层、建立人脉联系；要么就是进入圈

层后为了维系他们所期待的高品质社交，获得更多的圈层人脉资源回报，投入更多的精力和

耗费，通过持续装扮“精致”生活，确保与圈层中更有优势地位的群体进行高频互动，得到更多

的情感满足、自我认可以及更加现实的资源、机会和平台，而这种回报一旦产生，就会给予其

进行更多所谓“精致”生活呈现的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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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导青年追求美好生活的有效策略

当代部分青年“伪精致”现象是部分青年在追求美好生活中目标错位，在资本逻辑主导的

消费主义鼓噪之下，在理论认知和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偏差，用修图晒图取代拼搏奋斗并作为

实现精致生活的错误做法，最终实现的只会是虚幻的“伪精致”。引导青年追求真正美好而现

实的精致生活，要从多方面因素中寻找策略、探索路径。

第一，在认知层面引导准确把握“精致生活”的丰富内涵。“精致”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的释义是“精巧细致”。“ 精致”一词从形容物品转向形容人的生活世界有着社会和文化的逻辑，

精致生活是指美好的、让人向往的生活，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然而对精致生活的理解和

追求，却常因受到错误舆论的影响，导致“伪精致”现象的出现。为此，应当引导当代青年从物

质与精神、内在与外在、现在与未来多重维度理解和把握精致生活。

首先，引导青年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理解和把握精致生活的内涵。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

衣、食、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4］，精致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但精致生活却并不完

全等同于物质生活，它还意味着人们精神层面的纯净透彻和高尚情操，具体而言包括独特的个

人爱好、事业抱负、正确的情感观念以及体现精神追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从物质和

精神双重维度看，“伪精致”青年偏重物质而忽视精神，由于经济收入单薄，对物质欲望的过度

渴求与实际支付能力不足形成强烈的反差，受虚荣心驱动很容易透支消费，在视觉呈现上伪装

“精致”。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引导他们建立以适度为原则的消费观念，量入为出、合理

消费，用正确的消费理念追求踏实安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需要启发青年从理论上认清价值取向

物质化的危害，要通过坚持读书以求真、修身以行善，不断提升自我精神境界，侧重追求精神层

面的精致。

其次，引导青年从内在和外在两个维度理解精致生活的内涵。物质和精神，对于个体而言

构成了外在和内在两个维度，当精致生活过多地被媒体渲染为与物质性的、外在性的东西相关

联时，恰恰说明其精神性和内在性内容的缺失［15］。应当引导青年认识到物质欲望的满足本无

可厚非，但是过度的物质欲望就会使人迷失感受真正美好生活的能力和本性；特别是应让年轻

人认识到在物质欲望满足之外，一个人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操守、审美情趣等内化于主体自

身，以稳定的方式呈现个人优雅得体的言谈举止，能够集中体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这种由内

及外的状态和形象，才是更加值得追求的真精致。

最后，引导青年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精致生活的内涵。精致生活是一种不断趋于完美

的“在路上”的未完成状态，对精致的追求既是不断持续性创造的过程，也是包含特定阶段呈现

的当下状态，具有现在和未来的双重维度。部分青年断裂现在和未来的辩证关系，急于获得优

越性的现实评价，容易超越现阶段的经济实力去透支消费而陷入“伪精致”的陷阱，对此应引导

青年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理解、去奋斗追求精致，保持积极、平和、自由的心态，建立正确的消

费观念，接受当下物质生活的不完美，从现实出发脚踏实地感受自身的点滴成长，在时光中沉

淀，在岁月中积累，在拼搏中奋进。

第二，从实践体验层面拓宽青年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现实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

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

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16］引导

部分青年走出“伪精致”，关键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是劳动而不是消费创

造着美好生活。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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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7］人们若想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资料，满足自身

衣食住行方面的精致要求，就要通过掌握劳动技能，“引起、调整和控制”物质转换过程，如果不

能充分掌握劳动技能，就无法创造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他们所期待的美好精致生活就无从谈

起。要引导当代青年明白，消费品归根结底也是由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从而

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创设情境拓宽他们参与社会实践的路径，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劳

动是创造精致生活的正确路径。

实践出真知，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也只有通过参与实践才能在内心扎根。引导部分青年

走出“伪精致”现象误区，首先，有必要在学校阶段增加劳动实践教育的课程，创造更多参加劳

动生产活动的机会，比如通过勤工助学、技能实践、社会调研、创新创业等校内外多种方式拓宽

青年学生参加生产生活劳动实践的渠道，建立和完善参与劳动实践的长效机制，打破部分青年

认为美好物质生活理所当然的思维定势，经受劳动的磨砺，享受劳动的贡献，珍惜劳动的成果，

同时也能切实理解劳动创造收入的来之不易，量入而出，适度消费。其次，对于已离开校园的

青年，社会各方需要继续创设渠道增加劳动实践的机会，培养多种技能，让他们有机会参与企

业、社区的经营管理、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走出虚拟社交的表层满足，在现实生活中用劳动

创造价值，提升技能，用真实的能力和劳动创造把握精致生活。最后，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倡

导和践行艰苦奋斗精神，重温历史，展望未来，在优秀传统文化与使命目标的影响下让当代青

年理解精致生活与艰苦奋斗并不矛盾，今日之美好生活来自于昨日之艰苦奋斗，明日之精致生

活来自于今日之艰苦奋斗，即便生活条件改善了，依然要重提艰苦奋斗精神。

第三，从制度层面持续营造健康清朗的社会环境和消费环境。一方面，完善促进社会公平

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宏观制度环境。完善有效的宏观社会制度不仅能为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群

体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且能使青年群体对未来实现美好生活有稳定的心理预期。各级政府

特别是负责青年工作的主管部门应以更加包容和理性的态度，关心和了解青年群体追求美

好生活的合理诉求，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推动涉及青年群体的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就业发

展、社会分配、医疗保健和社会参与等各项制度的创新与完善，用政策保障青年的生存发

展，提高青年的就业能力和实际收入；用制度改善逐步减少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优化

社会阶层结构；用体制机制拓宽青年融入社会的渠道，保障其必要的话语表达权益，减少身

份焦虑，增强归属感和安全感，从而在根本上保障每个青年都具有追逐实现真正精致生活梦

想的条件、机会和空间。

另一方面，完善微观经济环境的具体政策法规，营造健康消费环境，特别是对于借贷消费

产品，应当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治理。适当的超前消费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积累个人信用，但

应有效防止诱导青年陷入过度透支的消费陷阱。为此，需要规范金融借贷平台的推广方式，特

别要加强金融平台媒体信息的监管，通过政策法规，加强金融借贷产品宣传的内容风控审核，

防止渲染诱导青年群体进行过度透支的非理性消费；加大对借贷消费产品的审查，严格执行申

请消费贷款规范程序，加强消费信贷监管力度，对于违法机构、平台坚决取缔，建立和完善消费

信贷平台产品的巡查和反馈制度，及时发现、处理不良事件，特别要严厉打击校园贷、裸贷等违

法犯罪行为，彻底根除诱导超前消费的网络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越来越完善，为青年追求

和实现向往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部分青年中的“伪精致”现象却是对美好生活的

歪曲理解和扭曲实现，对此应当以正确的奋斗幸福观增强新时代青年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动

力，消除妨碍追求真正充盈精致生活的现实屏障，引导青年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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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中，通过创造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价值，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味的人生，实现真

正美好精致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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