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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 山寨文化狂潮席卷中国大地。山寨文化的流行既是创造者的认同、宣泄和功利心理的外现, 又是满

足受众娱乐、求奇求新、补偿和 /与人类似0的心理诉求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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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山寨文化0已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我国许

多学者分别从经济学、语言学、传播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层

面, 对山寨文化流行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笔者拟从社会心理

学的角度作进一步探析,以深化人们对山寨文化的认识。

一  山寨文化及流行

众所周知, /山寨0一词是从最初民间 IT力量发展起来

的产业现象, 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 ) ) /山寨文

化0。而山寨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是一种

主要依靠模仿、解构和整合等方式产生, 重点借助网络媒介

传播, 以满足大众尤其是社会低端消费族之消费需求的文化

形态。

2003年前后, / NOKLA0、/ Amyco ll0等山寨手机在广东

沿海等地初露头角。直到 2008年 6月, 一些网站出现了 /山

寨手机0的专题页面, /山寨0一词就迅速蔓延开来。网络上

开始出现山寨网站, 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山寨网络搜索引擎。

在商品市场, 山寨电子产品、山寨食品 (如康帅傅、啃他鸡 )、

山寨日用品 (如周佳牌洗衣粉 )、山寨服装、山寨药品 (如 666

皮炎平 )等随处可见,甚至在南京、武汉等地还涌现了一批山

寨店群。山寨明星的崛起使得 /山寨 0在广告领域大展宏

图, 2008年 8月盛传的山寨版周杰伦的广告 ,继而又出现了

山寨版 F4、周华健、刘翔、李云龙,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山寨

明星阵容。在文化领域, /山寨 0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山寨

5百家讲坛6、山寨版诺贝尔奖、山寨春晚、山寨 5红楼梦6、山

寨版话剧 5逃跑新娘6、山寨歌曲 5说句心里话 65北京欢迎

你6、山寨5赤壁6等风行于网络。 2008年 12月 3日5新闻联

播6对 /山寨文化0进行了简单且中性的报道: /从 2003年开

始出现山寨手机到各种山寨产品, -山寨 . 一词已经从经济

行为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0这意味着由这一新兴

词汇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现象第一次进入官方视线。 2009年

3月, 全国政协委员倪萍提交了封杀 /山寨文化0的议案, /山

寨文化0一时成为各大媒体及学术领域争论的焦点。

我国学者李炳全曾说过, /中国人在其进化和发展过程

中,通过它们的心理活动创造和发展了中国文化, 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中国人心理的外化或表现。0 [ 1]而山

寨文化作为我国当下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 必然也是其创造

者和受众心理的一种外化。

二  山寨文化创作者的生成心理

(一 )认同心理

人的认同是人的社会心理结构的重要内容, 它包括自我

认同和社会认同两大部分。而社会认同主要集中于人对社

会关系中 /我0的位置感和归属感的把握。当下, 由于价值

观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归属需要和认同需要已成为当代

社会人们最迫切的两种心理需要0 [ 2]。山寨文化的创造者

(以下称创造者 )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后, 政治权威的消

解,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 ,炫耀式消费的宣扬, 享乐主义的盛

行,金钱至上思想的泛滥 ,让身处基层的草根个体无所适从。

他们如同迷途的羔羊, 急需找一个地方来安顿自己的身心。

根据5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6,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 中国

社会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 /中产阶层0。他们 /既是

社会各阶层中特殊的 -精英 . , 又是社会消费趋势的引导

者。0 [ 3]当下的很多电视剧、商业广告、杂志等媒介积极迎合

他们的品味和格调, 宣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 强化

他们的优势和权威。这些无疑对草根个体产生了巨大的吸

引力和无形的推动力。中层阶层的行为不断为基层民众所

认可。草根个体对中产阶层的身份向往, 已经成为我们这个

时代 /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0 [4]。然而对草根群体来说, 模



仿是一种融入群体最快也是最省钱的办法。生产者通过模

仿品牌产品和主流文化产品, 获得了一种虚拟的身份认同和

想象的满足。于是, 就催生出了山寨文化。

(二 )泄愤心理

作为一种情绪处理方式, 渲泄就是通过某种行为将心中

的不良情绪疏导与释放出来,以求内心平衡。山寨文化的生

成在一定程度上就源于人们用一种特殊行为来发泄对特定

社会结构或状态产生的不满。当前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利

益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的再划分以及差距的加大, 使得社

会基层弥漫着一定程度的不满情绪。消费文化的过度膨胀

而产生的品牌霸权和高高在上的价格, 与年轻 /草根0的收

入及消费能力间形成了一道 /鸿沟0; 主流文化脱离普通民

众生活, 基层民众对社会文化的表达意愿长期被忽视;行业

垄断以及长期暴利的存在, 让小厂主和小企业主在心理上产

生了被剥夺感。这些矛盾所引发的不良情绪长期积累, 并得

不到有效疏导与排解,遭遇到合适情景, 很可能就以某种看

似怪异的方式释放出来。山寨文化生产者就是通过模仿品

牌产品、解构主流文化等非正常方式, 来达到发泄自己心中

不快与不满的目的。他们并不要为这种渲泄付出很大的代

价, 还能买个痛快,何乐而不为! 大家纷纷效仿, 这就导致了

另一个结果: 山寨文化的形成。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北京青年

韩江雪, 他一度向央视5百家讲坛6节目自荐 ,只因自己专业

不对口, 屡遭拒绝。无奈之下,他便自费录制一段视频节目,

搭起台子主讲 /靖康耻0, 成就了山寨版 5百家讲坛6。正如

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我很反对读者用这样的方法来表

达不满, , ,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 弱势的读者又能有什么

方法或渠道表达自己的思想呢?0 [ 5]

(三 )功利心理

功利心理是指一种把实际功效或者实用性看做是个体

行为的准则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一方面有可能使个

体积极运用条件、把握时机,实现个体的充分发展,实现个人

潜能和利益的最大化 (不影响他人和社会 )或达到自我实现

(奉献 );另外一方面可能出现不计手段地追求个人利益 (影

响他人和社会 ),或者实现暂时的、短期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

发展 (有道德或社会上的不良影响 ), 或者以虚伪的外在付

出而求实际的更大回报为目的 [6]。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

影响, 常把 /功利0与利己主义划上等号, 使得功利思想一直

受到批判和抑制。改革开放后,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功

利才被国家意志推上一个顶峰 ,并逐渐外化成人们行动的准

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社会价值观的多

元化发展, 社会上的浮躁心态, 急功近利及暴富心理得到突

显。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示范效应, 媒体对于各类财富故

事的大肆渲染, 已经使不少人的求利欲望过分膨胀, 这也很

有可能导致一些不择手段、危害社会的巧取豪夺行为。0 [7]

另外, 入世之后,由于占据着资本、技术、市场优势的国外企

业的加盟, 中小厂家的生存空间愈发狭小,谋求生存就成了

他们最大的功利。这些都正好为山寨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心

理基础。为了生存, 中小厂家的生产者凭借自己掌握的技术

大规模地模仿时尚产品, 缩短了产品周期,省去了大笔广告

费、开发费, 实现利益最大化。其他投机者见有利可图, 便也

纷纷投入到这个行当。山寨机的出现就是创造者那种急功

近利心理的强烈外显。

三  山寨文化受众的接受心理

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理论家姚斯认为, /文学史是作家、

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史, 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

史。0 [ 8]在此, 姚斯充分肯定了读者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因为没有读者接受的作品实际上并未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山寨文化同样如此,消费者的接受对其价值的实现也是至关

重要的。那么,山寨文化的广泛传播满足了受众哪些心理诉

求呢?

(一 )娱乐心理

这是山寨文化中 /消费性受众0最为典型的一种接受心

理,这类受众对消费的重要要求是娱乐和消遣。随着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 工作方面的竞争

压力越来越大,人际交往也出现紧张趋势, 人们自由支配的

时间和自由活动的空间特别是精神沟通的心理时空受到限

制,在身心方面都格外容易感到疲劳。人们不再习惯于凝神

静思来调控情绪,而是积极去寻求另一种方式来缓解压力,

松弛神经,消除疲劳。正如恩格斯在5德国民间故事书6中

所说的那样: /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

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 振奋精神,得到慰藉, 使他

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 他的

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竹楼变幻成诗的

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

美的公主。0山寨文化和民间故事书一样,一个最大的功能就

是娱乐、消遣。它能让受众在开怀大笑中放松心情, 重振精

神。话剧5逃跑新娘6中每隔几分钟爆出的笑料, 让人坦然

舒畅;山寨版5红楼梦6及5水浒传 6中的家庭式背景和非职

业式的表演,无不让人捧腹;山寨歌曲5说句心里话6那汉语

式的英文歌词以及不纯正的美声唱法, 雷倒不少听众。山寨

文化融戏仿、解构、搞笑等手法为一体, 迎合了当代受众消遣

娱乐的接受心理。正如席勒所言, /人只有在-游戏 . 时 (摆

脱自然和理性的强迫 )才是自由的0 [ 9]。

(二 )猎奇求新心理

猎奇指人们对于自己尚不知晓、不熟悉或比较奇异的事

物或观念等所表现出的一种好奇感和急于探求其奥秘或答

案的心理活动。求新就是追求一种新鲜感的心理活动。因

为 /新颖多变的对象能引发人的注意力, 使人脑神经系统较

长时间地处于兴奋状态。0 [ 10]所以, 新奇怪异的事物很容易

成为人们注意的对象。正因如此, 创造者在打造产品时, 刻

意追求外形的花哨、功能的强大、配置的高档、价格的低廉;

山寨明星极力展现酷似真明星的外形, 特意对真明星招牌动

作做似是而非的模仿;一些山寨文化作品甚至被网络媒体标

榜有着 /与众不同和挑战权威0的特质。事实上, 他们都在

制造一个个的噱头,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那种求奇求新的

心理,把 /陌生化0发挥到极致。因为创造者知道,这些受众

群体中,青年人才是主角和中坚力量。他们大多数出生在

/ 80后0、/ 90后0,基本上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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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这也使得他们拥有着异于上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

行为准则。他们会常常主动出击, 搜寻新鲜玩意和奇闻异

事。一些造型奇特的手机 (如 /中华0牌香烟手机 )、松狮狗

改扮的山寨熊猫一出现, 能成为青年人的 /独宠0也就不难

理解了。另外, 一些影视作品里程式化的人物形象, 千篇一

律的情感模式, 以及纯粹诉诸视觉与听觉感性的艺术效果,

让观众成了被动接受的 /机器0, 时间一长, 他们便产生了视

觉审美疲劳。一部分人不得不去寻求一些新鲜刺激的节目

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山寨春晚、山寨 5红楼梦6及山寨5百家

讲坛6的出现便能风靡于草根群体, 正是因为它们满足了受

众求新的冲动和欲望。

(三 )替代性满足心理

/从心理学上讲,受众喜欢按照自己的意识虚构一些事

情来满足自己, 而且受众乐于被这些虚幻的东西所欺骗。观

众的这种补偿心理也可以称为 -替代性满足 . 0 [ 11]。或者

说, 受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真正实现的愿望, 可以在文化消

费中得到虚幻的满足。一旦这种满足被实现,观众就会得到

身心的愉悦。哲学家米格尔# 卡塔兰将这称为 /用想象的方

式解决生活困难的心理捷径。0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资

源与发展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话语霸权、行业垄断、

贫富分化、分配不公、认同危机、公信力下降等等。这些社会

问题解决乏力不免让更多的人深感迷茫和失望。现实生活

中太多的不如意与辛酸, 使人们寄希望于一种文化消费的想

象中, 来弥补现实的失意与缺憾。山寨文化以戏仿、解构的

方式让受众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满足了受众对重建公序良

俗、平等对话平台和完成身份认同的心理诉求, 从而弥补现

实生活中的精神匮乏。山寨手机拥有酷似品牌手机的外形

和比品牌机更强大的功能,草根消费者花小钱 (相对品牌机

而言 )购买山寨机,就变成了购买一种 /白领感0和 /尊贵感 0

的狂想。山寨明星、山寨鸟巢、山寨神七舱的出现 ,更是让受

众误以为明星、鸟巢和神七舱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们也具有

了文化名牌的品质。这是一种企图超越现实的接受心理, 更

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安慰 ,而这也正好构成山寨文化得

以风行的心理基础。

(四 ) /与人类似0心理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的调查研究,群众固然有智能和

能力表现与社会大众的对抗,显示自身的独特性, 但是在大

多数情况下, 群众宁愿选择 /类似性0,也不选择 /对抗性0或

/补充性0。在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和调查中显示, /类似性 0

是引诱力得以实现的最关键的因素 [ 12]。流行文化就是靠它

的引诱力发生作用, 将成千上万的人卷入流行的洪流中。试

问: 人们为什么盲目追求 /类似性0呢? 社会学家的解释就

是: 人们把类似性当做自己 /正确 /的标志。生活在社会中

的人, 时时刻刻都担心自己被他人误解为 /落后0,似乎 /落

后0就会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反过来,人们以为, 只要自己

跟着潮流走, 跟着大家走就不会错。山寨文化的兴盛正是生

产者和舆论传媒抓住受众这种心理而蓄意为之的结果。自

从山寨手机问世以后,各种山寨产品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

网络传媒相继炒作它们, 造出了一种天下 /无处不山寨0的

气势,致使消费者分辨不出产品的优劣, 别人说好我也说不

错,他人争相购买我也决不落后,别人怎样我就怎样, 求得内

心的平衡。从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接受热点, 掀起了一个

又一个的接受高潮。草根群体间的一句 /你山寨了吗0, 听

似问候,其实更像一句命令, 让对方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致

性。否则,别人就会损你太落伍, 甚至还会孤立你, 使你陷入

不安全的境地。

四  发展山寨文化的几点对策

山寨文化作为大众文化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上述的社

会心理为山寨文化的产生和流行奠定了合法性基础。然而,

文化主体和受众那种唯利是图、娱乐至上和随波逐流的心理

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将直接影响山寨文化的长期、持

续和健康发展。

(一 )用法律和道德规范文化主体的行为

一些山寨文化创造者在经济利益的强烈驱动下, 大肆复

制品牌商品和模仿明星的招牌动作。从长远来看, 这种低成

本模仿行为将扰乱市场秩序, 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

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侵权, 目前我国法律还缺乏明确的定论。

因此,为了防止这种行为的泛滥,我国政府应当机立断, 出台

一些相关的法律和政策, 对山寨文化创造者的行为加以界

定,严厉打击那些违法侵权行为。同时,开展义利价值大讨

论,用道德良知谴责唯利是图的行为, 为山寨文化的持续发

展营造一个重义轻利的舆论氛围。

(二 )强化文化创作者的文化自觉性

当今中国的经济转型必然导致文化转型。主流文化正

从以道德教化和审美为特征,以追求社会效益为目的转向以

娱乐感性为表征,以商业赢利为目的。然而, 过分强调娱乐

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历史使命感、理性精神和批判性的维

度。因此,山寨文化创造者及媒体要时刻反思自身的行为:

不仅要迎合市场,激发欲望,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更为重

要的是培养受众高尚的审美情趣。

(三 )提高文化受众的各种素养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消费者对商品的符号消费往往更

甚于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一部分草根受众更是沉浸在

虚拟的身份认同和消费想像中而难以自拔。这种本末倒置

的消费不仅会让草根消费者为之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而且

使得山寨文化创造者更注重山寨产品符号价值的开发, 从而

阻碍山寨文化的发展。端正文化受众的消费态度, 让他们学

会理性消费,已迫在眉睫。另外, 面对良莠不齐的山寨产品,

受众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 坚决抵制那

些侵权违法或质量差劲的山寨产品, 从而使那些名不副实的

山寨产品失去生存的土壤。

山寨文化有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需要精心呵护, 才可茁

壮成长,需要道德自律和文化自觉,才能良性发展, 更需要制

度约束,才会持久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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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bout SocialP sychology of ShanzhaiCulture. s Popularity

CU I Ze- w en, L IAO H ai- b ing

(Un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In recen t years, Shanzha i Culture craze has swept China. Its popuoar ity shou ld no t on ly be the representa tion of the

creato rs. identity, catharsis and utilitar ian, bu t a lso be the product of satisfying the need o f the audience. s enterta inm ent, nove lty,

compensation and fash ion.

K ey words:  Shanzha i Culture;  generate psycho logy;  reception psycho logy

中国渐进式改革遭遇五大挑战

  赵人伟在 2010年 2月 1日5经济观察报6撰文指出, 虽

然渐进式改革是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较优选择,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 渐进式改革对于经济发展的成本收益比已经开始逐

渐转变, 目前遭遇了五大挑战。挑战一是收入差距过大。一

部分是改革的成效, 属于改革的成就。另一部分是改革的必

要代价。最后一部分则是改革的过高代价, 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收入差距问题, 现存的体制把一些不必要的

差距人为地扩大, 造成今天过高的收入差距。挑战二是寻

租、设租活跃和 /增量 0进入老体制。渐进式改革必然带来

双轨制。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双轨制的实施,相应的寻

租和设租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在 20世纪 90年代 ,要素价格

双轨制的设租活动尤其表现在土地、劳动力领域。其中土地

最突出,暴利的后果非常严重。挑战三是市场化的不足与过

度并存。挑战四是体制转型滞后于发展转型, 城市化落后于

工业化。真正的市场经济是要建立在要素自由活动基础上

的,只有充分认识 /三元经济0和 /双重二元经济结构0的过

渡性,才能失去改革和发展的进程。挑战五是中产阶级的培

育和壮大进程缓慢,中产阶级壮大的困难在于现阶段中国收

入分配差距、财产分布差距的拉大。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远

高于发达国家,说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非常严重; 而在财

产分布差距上,缺乏中间阶层,财产分布图呈尖塔形, 房地产

价格的迅速暴涨无疑进一步拉大了这种财产分布差距。面

对挑战只有一句话,加快改革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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