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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众传媒”时代文化传播的
泛娱乐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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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与大众传媒的深度互构催生了泛娱乐化现象，引发多维社会文化危机。本研究

基于媒介社会学视角，结合马克思异化理论和波兹曼媒介批判等理论，分析其生成机制与社

会影响。研究表明：技术赋能与资本逻辑的共谋导致娱乐价值僭越公共话语领域，算法加速

机制引发认知浅层化，流量经济驱动文化生产异化。其社会效应呈现多维度影响——公共理

性让位于情绪化表达，历史记忆被娱乐符号解构，传播生态陷入“娱乐永生”的畸形循环。

对此提出四维治理路径：构建算法透明化与价值引导并重的媒介治理体系，重塑严肃文化传

播空间，平衡资本效益与社会责任，推进全民数字素养教育。研究为摆脱数字时代文化困境

提供理论参照，强调在技术革新中重构人文坐标，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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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技术驱动下，新兴媒介重构了全球

文化传播的生态格局。互联网与大众传媒的深

度融合催生出以同质化、浅层化为特征的泛娱

乐化现象，其通过碎片化传播模式对受众认知

结构、行为模式及价值体系形成系统性影响。

本文基于媒介社会学框架，重点考察网络媒介

交互机制中泛娱乐现象的生成逻辑、传播特征

及其社会效应。

作为技术赋权与文化解构的复合产物，泛

娱乐化现象呈现出三个核心特征：在传播形态

层面，视觉快感生产机制消解了传统审美距

离；在价值评判层面，娱乐标准僭越形成新型

文化霸权；在资本运作层面，流量经济驱动内

容生产的异化循环。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后现代

社会个体认知的碎片化趋向，也暴露出数字资

本主义时代文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通过解构

其技术赋能机制与资本运作逻辑，本研究为构

建良性媒介生态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一、异化与解构：泛娱乐化的本体特

征

泛娱乐化现象本质上是娱乐活动的异化

形态，其以消费主义为价值内核，依托多模态

符号系统（短视频、直播、弹幕互动等）构建

起超真实的媒介景观。从劳动异化理论延伸观

察，马克思将娱乐界定为“自由时间内的创造

性活动”，强调其作为劳动补偿机制的精神再

生产功能。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框架下，娱乐

已从主体性实践异化为资本增值的符号工具，

形成“娱乐-消费-再生产”的闭环系统
[1]
。

波兹曼的媒介环境学理论为此提供了关

键解释框架。电子媒介通过重构信息编码方

式，使严肃议题被迫遵循娱乐化表达规则，这

种认知方式的转变导致公共话语的深度消解。

当新闻、教育乃至政治讨论都被纳入娱乐化的

能指系统时，符号的表意暴力取代了理性的价

值判断。技术加速主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异化

进程：5G 技术支撑的即时传播、算法推荐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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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信息茧房、VR/AR 创造的沉浸体验，共同

制造出比现实更具吸引力的拟态环境。

互联网技术通过三重解构机制重塑娱乐

生态：其一，时空压缩机制消解传统文化的仪

式性，将文化消费降维为即时的感官刺激；其

二，交互界面设计诱导认知浅层化，滑动刷新、

弹幕互动等交互模式培养碎片化认知习惯；其

三，流量经济催生内容生产的异化循环，点击

率至上的生产逻辑迫使文化价值让位于数据

指标。这种技术赋权下的娱乐异化，实质是数

字资本主义对文化场域的殖民过程。

值得关注的是，泛娱乐化现象呈现出典型

的后现代主义症候。其通过拼贴、戏仿、去中

心化等手段，完成对传统文化意义的解构。这

种解构并非指向建设性的文化创新，而是陷入

能指无限漂移的虚无主义困境。当蔡徐坤篮球

视频的百万级二创、网络神曲对经典旋律的消

解式改编成为常态时，文化记忆的连续性与严

肃性正在被数字化解构所吞噬
[2]
。

二、价值僭越与技术赋能：泛娱乐机

制的多维透视

（一）价值标准的失序与重构

当下网络空间正经历着价值评判体系的

深层变革，娱乐标准逐渐突破原有边界，开始

主导公共议题的传播逻辑。当明星离婚新闻持

续占据热搜榜首，而科技突破、社会民生等重

要信息沉入流量洼地；当红色经典影视片段被

剪辑成魔性背景音乐，在短视频平台收割千万

播放量，这些现象揭示出娱乐价值对公共领域

的系统性侵蚀。这种价值越界不仅改变了内容

传播的优先级，更重塑了大众的认知框架——

抗日英雄的形象被简化为表情包，古典音乐被

改编为电子舞曲，严肃的文化符号在娱乐化解

构中失去原有的厚重感，演变为可快速消费的

视觉碎片。

（二）技术与资本的共谋机制

数字平台的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形成深

度绑定，共同推动泛娱乐化的蔓延。短视频平

台的自动播放、无限下拉刷新等功能设计，像

无形的推手持续刺激用户的观看欲望；算法推

荐系统精准捕捉用户偏好，构建起“越娱乐越

推荐”的增强回路。在这套机制下，内容生产

被迫遵循流量法则：综艺节目将选手晋级与粉

丝打赏金额挂钩，知识科普类视频必须成为

“标题党”才能获得传播，优质文化内容在数

据竞争中逐渐边缘化。某直播平台数据显示，

娱乐类主播收入是知识类主播的 23 倍，这种

收益差距倒逼创作者转向低门槛的娱乐内容

生产。

（三）社会情绪的转化与宣泄

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催生了强烈的

情绪释放需求，泛娱乐化恰好提供了便捷的宣

泄出口。职场人通过摸鱼刷梗图缓解工作压

力，独居青年在虚拟主播的陪伴中排解孤独，

学生群体用鬼畜视频解构学业焦虑。这种情绪

转化机制形成特殊的内容消费闭环：越是带有

解压属性的娱乐内容，越容易引发群体共鸣；

共鸣产生的数据反馈又刺激平台加大同类内

容推荐
[3]
。

泛娱乐化现象的生成本质上是技术、资本

与社会心理的共振产物。价值标准的失序为娱

乐越界提供合法性外衣，技术赋能的效率优势

与资本增值的原始冲动形成共谋，社会情绪的

集体焦虑则转化为内容消费的持续动力。三者

交织形成“娱乐生产-情绪宣泄-数据反馈”的

闭环系统，在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中，导致文

化传播的深度让位于传播速度，价值判断屈从

于流量法则。这种系统性的异化机制，不仅重

塑着内容生产的逻辑，更深层解构着社会理性

对话的基础，使得严肃议题在娱乐洪流的冲刷

下逐渐边缘化，最终威胁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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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维影响与传播异化：泛娱乐化

的社会效应

（一）公众认知与行为的异化倾向

泛娱乐化通过碎片化传播剥夺深度思考

的土壤，将复杂社会议题降维为可消费的娱乐

符号。短视频平台中，严肃的社会事件被切割

为 15 秒的戏剧化片段，观众在滑动屏幕的瞬

间完成对公共议题的“快餐式消费”，逐渐形

成“情绪主导、逻辑退场”的认知模式。网络

社区中，原本用于信息交流的公共空间被玩梗

文化占据，社会热点的讨论往往以段子、表情

包为载体，理性对话的空间被娱乐化修辞挤

压。例如，某地自然灾害的新闻报道下，高赞

评论多为“这场景像极了灾难大片特效”的戏

谑类比，而非对事件本质的关切。这种认知异

化进一步外化为行为失范，青少年群体模仿网

红博主的出格言行以获取关注，职场人士将工

作压力转化为对“躺平文学”的集体狂欢，折

射出社会行为准则的娱乐化转向
[4]
。

（二）文化生态的结构性失衡

主流文化在泛娱乐化冲击下面临双重困

境：严肃文化的传播效能被娱乐化改编削弱，

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受快餐式消费挤压。经典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往往聚焦情感纠葛与

视觉奇观，原著的思想深度被简化为“霸道总

裁”“逆袭爽文”的标签；历史记忆的戏谑解

构更导致集体认同的模糊化——某抗战题材

电视剧的经典片段被改编为洗脑神曲，革命叙

事的庄重性消解于电子节拍中；某博物馆的文

物科普视频被迫加入“穿越剧情”与“网络热

梗”才能获得传播。这种失衡不仅威胁文化生

态的多样性，更动摇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使

得“娱乐至死”逐渐演变为“文化至死”的现

实危机
[5]
。

（三）传播机制的功能异化

媒体机构在流量经济驱动下陷入系统性

异化：内容生产从价值导向退化为数据竞赛，

传播伦理在算法规则的胁迫下不断突破底线。

电视平台为争夺收视率，将黄金时段填充为明

星真人秀与情感调解类节目，纪录片与新闻调

查的播出时长压缩至边缘时段；自媒体为博取

点击量，刻意制造“审丑文化”与争议话题。

这种异化导致传播体系的社会责任缺失，公共

议题的讨论空间被娱乐信息挤占，形成“娱乐

永生，严肃腐朽”的畸形生态。当环境污染事

件的深度报道阅读量不足娱乐八卦的 1/20

时，传播机制已从社会公器退化为流量工具，

媒介的启蒙功能让位于感官刺激。

泛娱乐化的社会效应呈现系统性风险，包

括个体层面的认知退化与行为失范、文化层面

的价值消解与记忆断裂、传播层面的功能异化

与责任缺失，三者相互交织形成自我强化的恶

性循环。这种循环既折射数字技术对文化生产

的重塑力量，也暴露资本逻辑对公共领域的殖

民本质——当文化传播沦为注意力争夺的战

场，社会整体的精神水位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

降。破解这一困局，需要重新锚定娱乐的边界，

重建文化传播的价值坐标系，在技术赋能与人

文坚守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四、治理框架与路径重构：泛娱乐化

困境的超越路径

（一）媒介生态的协同治理

构建政府、平台、公众三方协同的治理框

架，通过算法透明化改革打破流量至上的传播

逻辑。建立内容分发的多元评价体系，在点击

量指标外引入社会价值权重系数，对优质文化

内容实施流量倾斜政策。重点规范短视频平台

的信息茧房效应，要求推荐算法嵌入文化引导

模块。建立创作者信用评价制度，对传播低俗

内容的账号实施分级限流，形成“优质内容得

市场、劣质内容受抑制”的良性生态
[6]
。

（二）文化价值的系统重构

重塑“严肃-娱乐”的价值坐标，建立分

场景传播的弹性边界。在基础教育领域推行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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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素养课程，通过经典文本的深度阅读训练，

修复被碎片化传播损害的思维。设立国家数字

文化基金，扶持专业团队开发兼具思想性与趣

味性的文化产品。建立文化传播的梯度体系，

在商业平台之外培育优质内容专区
[7-10]

。

（三）资本运作的规范引导

构建文化生产的“双轨制”监管框架：对

商业性娱乐内容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明确禁止

历史虚无主义等违规改编行为；对公益性文化

产品实施税收优惠与流量扶持。重点整治“饭

圈经济”的畸形生态，严格限制明星应援集资

规模，建立艺人社会价值评估体系，将参与公

益活动等指标纳入评级标准。

（四）教育体系的深度变革

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构

建“认知免疫-价值判断-内容创造”的三阶培

养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信息批判课程，

通过经典案例拆解训练青少年识别娱乐化包

装的认知陷阱。高等教育领域设立数字人文交

叉学科，培养既懂技术传播规律又具人文底蕴

的专业人才。建立全民终身学习平台，通过学

分认证机制激励公众参与经典文化慕课学习，

修复被泛娱乐化割裂的知识体系。

结语

泛娱乐化现象的蔓延，本质上是一场数字

文明时代的文化危机。当娱乐的边界在算法与

资本的共谋中无限扩张，当深度的文化体验被

肢解为神经末梢的瞬时快感，人类正面临精神

家园的数字化坍缩。这场危机不仅关乎传播秩

序的失范，更是现代性困境在文化领域的集中

爆发——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物质丰

裕后人类对精神追求的迷失，个体解放对集体

意义的放逐。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超越简单的技术治理

思维，回归对文化本质的深刻认知：文化从来

不是数据洪流中的娱乐消费品，而是承载集体

记忆的价值容器，是形塑精神世界的意义网

络。治理路径的设计，既要遏制资本逻辑的野

蛮生长，更要重建数字时代的人文坐标系——

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锚定文化尊严，在效率与深

度之间守护思想火种，在个体狂欢与集体理性

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唯有将技术革新导向人的

全面发展，让数字文明重新扎根人文土壤，我

们才能在泛娱乐化的迷雾中，开辟出一条通往

精神丰饶的数字化生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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