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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自恋主义理论视角"分析网络自恋化环境中出现的新表现形式((()凡尔

赛文学*的网络传播特征与兴起原因! )凡尔赛文学*的传播极度依赖社交媒体"其生产和再

创作现象成为网络自恋化的新的表现形式! 社交媒体也为那些试图通过网络寻求自我认可

的人群提供了平台"从而进一步加剧自恋化环境! )凡尔赛文学*的传播体现了网友对自我

表达的极度重视以及其中的自恋心理"进而引发了集体表演! 社交媒体的非匿名性和私语

化加剧了自恋化环境! 同时"在对)凡尔赛文学*产生的社会效应剖析中发现"对精致幻象的

沉溺#个人价值追求的偏差都会进一步加剧身份认同焦虑!

关键词!)凡尔赛文学*%自恋主义%身份认同%传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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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凡尔赛文学#成为社交平台上的

热点(它通过明贬暗褒*自问自答的写法(达到看

似抱怨*实则显摆炫耀的目的) 作为网络自恋化

的新表现形式(!凡尔赛文学#依托社交媒体(给

!凡学家#

!们提供了极大的展演空间(引来了众

多网友的跟风模仿(其现象特征值得分析与探

究) 现有的相关研究普遍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

视角出发(探寻!凡尔赛文学#的自我呈现与表

演) 但这一现象已不仅是网友个人的表演(而是

一场社会范围的集体狂欢(是人们自恋心理的集

中体现(因此本文从自恋化环境出发对这场集体

狂欢进行探析)

!自恋#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A;9<6JJRJ) 古希

腊神话中(复仇女神诅咒 A;9<6JJRJ此生得不到

他人的爱(最终 A;9<6JJRJ因为迷恋上了自己在

水中的倒影憔悴而死) .&., 年(弗洛伊德在-论

自恋.一书中将!自恋#一词引入精神分析学(认

为健康的自恋是个体正常发育过程中的重要因

素+.,

) 这是最早对自恋进行的理论系统阐述)

继弗洛伊德后(心理分析中的社会文化学派注意

..



到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作用) 在消费时代的

背景下(美国社会学家桑内特提出了!自恋主

义#(他认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格是高度关注

自我的内在导向型)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

变得极端自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渗透着自恋的

因素+",

) 与桑内特一样(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

弗0拉什也在-自恋主义文化'''心理危机时代

的美国生活.一书中把自恋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

现象(认为自恋主义是消费社会的文化特征+$,.#

)

他对现代社会的自恋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度剖析(

分析了二战后美国出现的自恋主义风潮(从社会

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自恋是整个社会文化变

迁中出现问题的最主要!原始作祟者#(整个社

会都是一场自恋大流行) 他认为(自恋主义必须

在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探讨(且具有各个历

史阶段的特殊性)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病态

形态(并用夸张的方式表达出其内在的结

构)#

+$,$&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介的更新演变使得

人们在以!我#为中心的网络空间中无限放大自

我的幻觉(导致人们更加忽视外部的世界(加剧

了自我利益至上的自恋主义倾向(甚至由于过度

注重自我而焦虑) 这便产生了自恋主义者最矛

盾的状况'''他们不关注外界(又需要依赖外界

的注意以实现自恋的回馈) 简单来说(具有自恋

心理的个体无法脱离能获得抚慰和夸耀的外界)

本文从自恋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凡尔赛文

学#进行解剖与阐述(并探析作为自恋主义新表

现形式的!凡尔赛文学#的特征与兴起原因) 结

合网络环境(深入分析当代社会中人们热衷!凡

尔赛文学#传播的原因)

一#)凡尔赛文学*概述

!凡尔赛文学#早在我国古代诗词中就有所

体现) 如诗仙李白的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

盘#(表面上写的是儿童时期对月亮模糊的认识(

实质上呈现了一个家境殷实*生活无忧的富家公

子形象+,,

) 在媒介技术不够发达的时代(小范围

的传播无法发展为时代的文化热潮) 随着社交

媒体的盛行(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交化舞台使得网

友可以通过特定的展示方式*精心设计的时间定

格来完成展演(!凡尔赛文学#成为网络语境下

炫耀方式的新体现)

"#"# 年 " 月(微博幽默博主!小奶球#在微

博上发布了名为!凡尔赛玫瑰e凡尔赛文学研究

与实践e#的图片文字) 起初(!凡尔赛文学研究

与实践#的话题仅限于小众传播(专门展示带有

炫耀话语的粉丝投稿(以讽刺这样的表达方式与

炫富者) 同年 + 月 / 日(!小奶球#从日本少女漫

画-凡尔赛玫瑰.中得到灵感(把这类!用看似低

调的话语进行极为高调的炫耀#的文体正式命名

为!凡尔赛文学#) 在-凡尔赛玫瑰.中(作者刻

画了十八世纪末凡尔赛宫的浮华奢靡(!凡尔

赛#在这里就象征了!贵族# !华贵#与!奢靡#)

之后(网友开始钻研如何使表达更加贴近!凡尔

赛#的特征(并于同年 + 月 "" 日在豆瓣创建了

!凡尔赛学研习小组#(这一社群对!凡尔赛文

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同年 0 月(组内

已有超过 ,"### 位组员(其精华帖内容大致分为

!凡尔赛文学#教学类*普通炫耀与凡尔赛炫耀

对比类以及!凡尔赛文学#要素分析类) -南方

周末.很快关注到了这一豆瓣小组(并于 @ 月发

表-!凡尔赛文学#"关于身份与财富的想象.一

文(称!凡尔赛文学#正在社交网络中流行(称

!小奶球#为!凡学#创始人) 同年 / 月(!小奶

球#在微博上发布了!凡学十问十答#(对网友好

奇的 !凡学#问题予以解释与回答) !凡学 \

问\答#被网友称为!凡尔赛文学#的实用教材)

但真正将!凡尔赛文学#引爆网络的是新浪

微博作家认证账号!蒙淇淇 @@#) "#"# 年 .. 月(

博主!蒙淇淇 @@#发布的偶像剧式情感语录被网

友翻出(在社交平台上得到了超高的讨论热度与

".



持续的话题度) !蒙淇淇 @@#通过忧伤*抱怨*寻

常的反向话术向网民展示了!优越的#北京中产

生活) 如!我一时冲动配了一副七万七的眼镜(

./?金的(配完就后悔了#!一个人在家哭太惨了(

要去维多利亚港哭#) 经过网络发酵与媒体传播(

!凡尔赛文学#正式出圈(演变为一场人人皆!凡#

的网络狂欢) 和博主!蒙淇淇 @@#一样的!凡尔赛

文学#的!作者们#企图用朴实无华的话语进行炫

耀(也获得了网友们以讽刺为初衷的跟风效仿)

截至 "#"#年 ..月底(!凡尔赛#和!凡尔赛文学#

的百度指数日均值分别为 "++.& 和 $/@.,(!凡尔

赛#的百度指数日均值同比上升 ,$0.!

++,

) !凡

尔赛文学#也于同年 ." 月 , 日入选-咬文嚼字.

"#"#年度十大流行词)

此外(!凡尔赛文学#的要素模型也在网友

的讨论与互动中不断完善) !小奶球#在最初命

名!凡尔赛文学#时(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其

特征(建立了三要素模型(即先抑后扬*明贬暗

褒(自问自答(以及灵活运用第三人称视角) 但

部分网友认为(社交朋友圈中!自问自答#的表

述未必是炫耀显摆(提出在判断信息表述是否为

!凡尔赛文学#时应该计算信息的有效率) 为了

避免正常言论被当作凡尔赛式的显摆(扩大!凡

学#的普适性(豆瓣用户!唧唧富唧唧#对三要素

进行了补充延伸(最后调整为"不必要的自我贬

低*不必要的他人视角的夸赞和低信息有效率)

二#自恋主义视角下)凡尔赛

文学*的传播特征

!!在!凡尔赛文学#从产生到传播的过程中(

网友持续的参与行为体现了大家对个体表达效

果的极度重视) 自我满足与自我关注是自恋的

高度体现(网友参与!凡尔赛文学#传播的过程

与其自恋心理是密不可分的) 通过自恋主义理

论视角(可以发现!凡尔赛文学#在网络上的传

播特征有如下四点"

#一$集体狂欢!传播内容的符号化

根据发展时间线分析(与!凡尔赛文学#类似

的形式之前在网络上就存在) 网友!小奶球#为这

种语言表达方式进行命名(!凡尔赛文学#才真正

作为符号出现(进而引起讨论热潮) 热烈讨论!凡

尔赛文学#的群体(无论是在豆瓣上出现的!凡尔

赛学研习小组#还是在微博超话(大家都围绕着这

一符号展开讨论(包括模仿!凡学#*钻研!凡学#

的特征等) 网络上还一度出现关于!凡尔赛文学#

的问卷(通过选择题的方式提问什么是真正的!凡

尔赛文学#(测试网友对!凡尔赛文学#的了解与熟

悉程度) 被测试者的情绪也因这一自制问卷的

!成绩#而产生波动(!成绩#好的人受到激励继续

投入对!凡学#的研究中)

网友在嘲讽中为!凡尔赛文学#建构了一种

符号(并指向了新的语义) !凡尔赛文学#的本

意是炫耀(但网友们的出发点是讽刺(网友把!凡

尔赛文学#!凡学#!凡尔赛#等词汇与爱炫耀*爱

表演*虚伪刻意或自我感觉良好的语义关联起

来) 这些符号成了他们吐槽与娱乐的工具(他们

称这种实为自恋化的社交网络语言模式为!文

学#更是赋予了其类似于某种学派式的崇高意

义) 巴赫金曾在文学理论中提出!狂欢化#概

念(即狂欢节的庆贺*仪式*形式在文学体裁中的

转化与渗透+0,

) 网络空间为!凡学家#创造了情

感交流与集体狂欢的跨时空场域(以嘲讽为初衷

的普通网民也纷纷被吸引(加入这场对自我进行

展示与炫耀的聚会) 在狂欢化的广场舞台上(网

友可以暂时脱离现实社会的钳制(通过对!凡尔

赛文学#的戏仿*调侃以实现抵触拜金主义等负

面情绪的宣泄)

#二$解构精英!传播者%想象的共同体&

网友在热火朝天地研习!凡学#的同时(也

在对!凡尔赛文学#的源头(即情感作家!蒙淇淇

$.



@@#所发的原文进行解构) 起初(!凡尔赛文学#

是一种在社交圈展现精英形象的拜金主义式的

炫耀) 而网友通过戏仿这种!精英#的表达形

式(纷纷造句以满足对!精英#生活的想象) 之

后(玩梗的网友不再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

我呈现(不再热衷成为!精英#(而是选择想尽办

法解构精英(通过网络虚拟环境下想象共同体间

的情感联结与新话题的制造去抹杀阶层存在的

差异+@,

) 尤其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阶层固化*

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普通网友在面对这

群!精英#的炫耀时往往会产生抵触情绪(故借

!凡学#的话语表达来调侃这种拜金主义(拆解

!精英#的虚伪炫耀) 在!凡学研习者#的相关社

群里(他们并不在乎他人是否和自己生活条件相

当(或一定要没有优渥生活条件的人才有资格参

与对精英的解构) 只要不是他们眼中的凡尔赛

式精英(就能与他们组成一个阶层共同体(去共

同对抗!凡尔赛文学#带给他们的不快(享受解构

虚伪炫耀带来的快感) 这样的行为无疑冲击了精

英至上的传统主流意识(吸引了更多人的好奇与

关注) 相较于打造精英人设(解构精英更能使他

们获得快乐与满足感) 大众早就疲于羡慕网络上

的同质化炫耀(当一个崭新的观点出现(人们以媒

介为依托不断进行互动式的回应(在彼此观点的

交流中构筑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在!凡尔赛文学#的话题中(部分!凡学#文

本的制造者仍在企图通过炫耀自身条件的优越

来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有趣的是(这些对物质财

富的拜金主义式炫耀(已经被淹没在以讽刺为初

衷的!凡学#模仿者们社交网络的信息大海中

了) 以炫耀为初衷的文本产出者不再受到关注(

也不再有人在乎他们发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热

衷于解构精英的网友通过再创作使层出不穷的

新话题覆盖了原来的旧话题)

#三$再创作接力!传播过程的互动游戏

!凡尔赛文学#所造成的裂变式传播来源于

网友对其进行的再创作(其爆火网络的契机也源

于这场!再创作#热潮的兴起) 综观网络世界的

公共社交(再创作现象并不少见(其中最为大家

熟知的当属网络流行语!SS体#的风靡) 二者

的传播路径异曲同工(都源于创作者的非刻意言

论) 网友筛选那些有梗的文本(提炼出文本的语

言结构与风格(再进行复制*拼贴等再创作(往往

能够造成大规模的效仿与互动) 这是娱乐的消

费产物(娱乐性也是其首要意义) 但这一娱乐性

的体现是个人难以完成的(制造这场大规模互动

传播的前提是(使其成为一场轻松的娱乐游戏)

在!凡尔赛文学#的再创作中(网友对原创作文

本进行了完美的复刻(成了!凡尔赛文学#合格的

再创作者) 在!蒙淇淇 @@#等自我人设精心包装

式的文本基础之上(再创作者对其进行戏仿(在对

文字语言进行转换*变形的游戏中追寻快乐(并在

这一过程中形成一套具有!凡尔赛文学#专属文风

的表达方式) 这种表达风格率先被部分网友总结

成固定的模板(使得后续参与的网友便于学习模

仿(再生成新的二次创作) 随着再创作文本内容

在网络上越来越多(参与再创作的网友也越来越

多(由此不断衍生的诸多变体吸引了更多的注意

力(!凡尔赛文学#也得以广泛地传播)

例如豆瓣上成立的!凡尔赛学研习小组#(在

创建初期专门为大家总结!凡尔赛文学#的语言模

式) 其中有两篇精华帖为!凡学笔记"怎么分辨普

通炫耀和凡尔赛#和!凡学公式#(内容大致为总结

!凡学三要素#及!凡尔赛文学#模型成立的公式(

详细讲解想要达到纯正的!凡尔赛文学#需要具备

哪些语言要素及怎样的信息呈现) 这类总结性的

科普帖增强了网友在再创作!凡尔赛文学#时的趣

味(能使他们更加快速地掌握!凡学#的精髓(从而

较快完成再创作) 这种便利与趣味使得越来越多

的网友参与到这场再创作的游戏中(在游戏中完

成!凡尔赛文学#的传播)

,.



#四$网络模因!传播渠道的反向延伸

模因一词最早源于生物学领域(简单理解就

是生物生存和衍生需要的基因(通过复制*模仿*

变异与选择的过程逐渐实现演化) 随着新的媒

体形式的发展(网络模因指的是内容单元通过互

联网的传播(进而发生变化(成为一种!梗#或是

!套路#

+/,

) !凡尔赛文学#具有网络模因的特

征(这体现在文本的复制性和扩散性上) 一方

面(!凡尔赛文学#中所传达的拜金*炫富*高调

等理念(在进入大众视野时便遭到了嘲讽*戏谑

等娱乐化语言的解构(其文本可随时被翻译和修

饰) 另一方面(!凡尔赛文学#因易于大量复制*

模仿而得以成为广泛传播的符号)

同时(!凡尔赛文学#在后期的传播上还有

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其语言模式十分口语化*生

活化) 网友不再只是机械地摘录!凡学语录#(

而是将其与现实生活场景拼贴起来) 比如网友

们将!蒙淇淇 @@#的!真羡慕#穿插到了各种生活

场景中(如!真羡慕那些可以随随便便离家出走

的孩子(我都出来一个月了(还没走出我家草坪#

!真羡慕单身的日子(天天吃男朋友做的煲仔饭

都吃腻了#等) 这些语句带有随口且不经意的炫

耀语气(以夸张化*模板化的铺垫性语句作为开

头(以相反的现实场景描述作为结尾) 这些特征

使得!凡尔赛文学#更加容易进行口头上的模

仿(语言风格也更为生活化(进而使得它不仅会

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更增加了人们面对面进行人

际传播的机会(在网络社交占极大比重的社会环

境里(将传播渠道进行了回溯式的反向延伸(即人

际传播从面对面到虚拟空间的渠道打通) 比起在

社交媒体空间的!前台#进行自我呈现和在网络虚

拟场域中的伪装(!凡尔赛文学#的传播趣味性更

强(既不会使人们羞于启齿也不过于书面化) 口

语化*生活化的语言风格更便于表达出!凡学#夸

张的语气(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凡学#模仿的完成

度(加剧了传播者的个人满足(传播者在传播中能

够对其特征更加感同身受(使得传播效果更好(从

而使更多人加入再创作的游戏中来)

三#自恋主义视角下)凡尔赛

文学*兴起的原因

!!!凡学家#们制造的!凡尔赛文学#在网友戏

仿*调侃的解构中演化成为出圈热词) 其兴起与

自恋化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

系) 通过自恋主义理论视角(可以总结!凡尔赛

文学#兴起的原因有如下三点"

#一$社交媒体加剧了自恋化环境

网络自恋文化的出现(主要得益于科技发展

背景下移动智能终端的大范围普及(以及社交媒

体的不断演化) 社交媒体的最大变化在于其非

匿名性的发展) 完全匿名化的环境会使人们难

以达到有效的表达(从而因自我表达缺乏受众而

感到沮丧) 从!有效表达#这一需求上(社交媒

体演化至具有非匿名性这一特征) 与此同时(社

交媒体不再仅仅是公共事件的传播平台(其私人

性在日益彰显)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进

行私人生活的展演(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自我

表达与呈现的便利工具) !凡尔赛文学#的传播

极大地依赖着社交媒体(其生产和再创作现象成

为网络自恋化的新的体现形式(社交媒体也为那

些试图通过网络寻求自我认可的人群提供了平

台(从而进一步加剧自恋化环境)

.C社交媒体具有非匿名性! 互联网出现的

早期(人们热衷于在网络上进行匿名社交) 人们

摆脱了现实生活的桎梏(在网络上通过对自己身

份的伪装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或将网络世界视为

逃避真实世界的乌托邦) 在匿名网络社交时代(

人们不需要顾虑自己的真实身份(能够拥有更平

等的社交权力与有一定保障的言论自由) 但其

+.



弊端在于(处于一个完全匿名的网络世界中(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没有了义务的束缚(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也相对松散) 无法暴露自我也就无法展

示自我(能够与陌生人畅谈无阻也就意味着熟人

社交方面的空缺) 而非匿名化的出现有效地解

决了这些问题) 非匿名化的网络世界(并不意味

着必须实名化(而是让人们拥有了对匿名与否的

选择权利(非匿名而可虚构) 在非匿名的社交媒

体中(人们可以选择公开自己的真实信息(分享自

己的生活(也可以选择用虚构的信息展现自我(通

过固定的网名和头像创造自己的身份) 这种非匿

名性的网络社交更加!有效化#(激发了网民的表

达热情) 在!凡尔赛文学#的传播中(始发者得以

展示真实的自我从而达到高调炫耀的目的(网友

们也得益于社交媒体的非匿名性(能够进行群体

性的交流(最终抱团成为一个共同体)

"C私语化的有效表达! 社交媒体的非匿名

性让网民拥有了得以代表自己的身份) 无论是

真实或者虚构(他们都拥有了以独立身份表达自

我的渠道(这也体现了网络社交的私人性) 拥有

了这样的权利和渠道(网民自然也不需要局限于

对公共事件的集体探讨(可以专注于更碎片化的

自我呈现(这使得社交媒体拥有了私语化的特

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私人

性的体现也越来越显著) 互联网逐渐成为服务

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以满足人们在互联

网上各种各样的需求) 对于社交媒体来说(人们

无论发布什么样的信息(都可能得到来自其他网

友或是熟人的回应) 能够在社交媒体上自由地

发布自己想发布的信息(且能够得到社交媒体上

其他用户的反馈(使得网民的表达欲望被不断激

发(社交媒体的私语化也愈演愈烈) !凡尔赛文

学#的传播(几乎是社交媒体私语化的完全体现)

社交媒体提供了网民自由讨论的空间(使事件迅

速发酵并持续保持热度) 网民嘲讽解构*集体模

仿创作与建立!研学#社群(使得每个人的自我

表达更加有效(也使得社交媒体的!社交#功能

得到极大的发挥)

#二$期待%独特自我&的身份认同焦虑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足够的关注以

满足对自我的认可(因而以一种自我关注的形式

对心理的缺失进行填补+&,

) 网络语境下的自恋

主义(体现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自我呈现与展示(

而是对自我身份的定位迷失(对自我身份认同的

焦虑感) 莱克维茨在-独异性社会.一书中提

出(中产人士的一个典型价值观就是追求那个

!独特的自我#

+.#,

(想和别人不一样) 学会欣赏

自己(几乎是现代人要活下去的心理支撑) 现代

社会的人们往往缺乏这一心理支撑(包括!凡

学#的传播者(其行为本质也是在竭力博得他人

的关注与认可(只是传达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但

都能反映出人们对于身份的焦虑与自我认同的

缺失)

!凡尔赛文学#的表象归根结底为网络的

!晒#文化) 这一现象从社交媒体开始具备个人

在公共平台进行表达的功能时就已经出现(并陷

入了一种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当通过社交媒体

进行自己生活的展示时(人们渴望从他人身上得

到高度的关注(以此实现炫耀的目的) 一旦这种

网络炫耀的秀场搭建(人们便不再关注本身的生

活(转而去集中注意力创建自己虚幻的形象) 只

要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自己优越的生活(就仿佛

拥有了优越的生活) 科技发展带来了!镜子房

间#效应(生活可以被成像保存以反复观看*言论

可以被记录以不断品鉴) 当所处的环境变成充

满镜子与回音的密闭空间时(自我的形象被反复

叠加(就加重了这种对自我认同的焦虑感) 这使

得人们渴求寻找一种新的方式去刺激炫耀的秀

场) 他们不仅要展示最完美的自己(而且需要创

造新的形式吸引他人眼球(以获取关注度) !凡

尔赛文学#的创作者们(放弃了普通的网络炫耀

0.



形式(不屑于明显而直白地进行炫耀(于是绞尽

脑汁地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形式) 当然(也许他

们的本意并不是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更多的

是为了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从而获得双重的满

足感) 其中(!凡尔赛文学#的创作内容大多围

绕房*车*工资等阶层划分的标志(或是关于学

历*智商等实现阶层跨越的优势&情感上则抒发

了对生活现状的自我满足与肯定+..,

) 这些包含

了人们对!独特自我#的期待(是应对身份威胁

的一种积极心理学实践) 与此同时(这一秀场上

的每个人都渴望将自己包装成完美的作品进行

展示(始终对自己且仅对自己保持强烈的关注(

从而不断加剧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刺激着新的

炫耀形式的呈现)

#三$集体自恋主义引发的表演共性

人们自我表达与呈现的方式在随着社交媒

体不断进化而发展演变时(也受到了社会的极大

影响) 沉迷于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表达的人

通常不会过多关注外界的生活) 真实的世界无

法给他们吸引力与满足感(是导致他们投身于网

络的根本原因) 吉姆0豪根在 "# 世纪 @# 年代

就认为!集体自恋主义#已经成了社会的主要倾

向) 人们认为!既然1这个社会2已经到了穷途

末路(那么明智之举就是为了眼前而生存(着眼

于我们自己的1个人表现2(欣赏我们自己的腐

败(培养一种1超验的自我中心2#

+$,,

) 集体自恋

主义的源头是他们对整个社会的漠不关心(因而

他们在专注自我中能够获得一个普遍的共性)

当他们遇到自己的同类时(他们能够感知从而自

动加入其中) 当网友们创建了!凡尔赛文学#的

符号后(他们产生了一种对现实的幻觉(并接受

了这一幻觉所引发的集体表演) 公共生活和私

人生活都已经带上了表演性质(夸张化的表现形

式正试图抹杀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区别(加剧了表

演的荒诞性) !凡尔赛文学#的词义中(!凡尔

赛#代表了奢靡浮夸的华贵生活(其本质还是社

交媒体的自恋式炫耀(但网友为其加注了!文

学#这一后缀(开启了广泛的二次创作(对!凡

学#的研究变成了!研习#) 以上种种表现不仅

实现了!凡尔赛#到!凡尔赛文学#的意义转向(

更实现了网友的自我满足心理) 当他们进行!凡

尔赛文学#的二次创作时(他们会真实地把它当

成一种!文学创作#) 在豆瓣的!凡尔赛学研习

小组#中(无论是发表精华帖还是积极探讨的组

员(都将其当成一种规范而有体系的学科研究)

显然(!凡尔赛文学#并非真正的文学(但这一语

缀的滥用使得表演者自主拉近了自己与艺术作

品的距离(从而陷入了这场荒诞的集体表演) 他

们集体追逐和推崇自己所构造的!凡尔赛文学#

符号(醉心于自己对!文学#的创作与!学术#的

研究(沉迷于对自我表演的欣赏) 他们既是表演

者(也是鉴赏者(并依赖他人对自己的注意(加剧

了!凡尔赛文学#的后创作与传播)

四#结论与讨论

在泛娱乐化时代(快消性的网络热词不过是

娱乐的工具) 当新鲜感不再(趣味性也就随之消

失(人们就会选择抛弃它去寻找下一场狂欢)

!凡尔赛文学#将和以往的网络热词一样(最终

被人们所淡忘(成为时代发展阶段的代名词) 但

其背后产生的社会效应仍值得探讨与思考)

首先(!凡尔赛文学#从出现到传播(始终沉

溺于精致幻象之中(即传播者通过装饰自我并将

虚拟身份呈现在社交平台上(追求聚光灯式的关

注与崇拜) 但虚假幻象无法一直迎合网民的心

理诉求(终有一天会失去关注度(甚至被精致的

幻象反噬(再次跌入孤独的深渊) 其次(人们对

于身份认同的焦虑从未间断(人们往往通过他人

对自己的关注度来衡量自我价值) 他们虚构或

是表演以塑造完美形象(但无数次对自身瑕疵的

@.



填补(只会放大缺陷使其更加焦虑(从而进入恶

性循环) 互联网时代的主流意识始终在宣传人

们价值的多元化(!凡尔赛文学#的创造者与传

播者却在不断追逐社会认同中单一价值的获取

渠道(最终导致在对个人价值追求的偏差中无法

平衡自己的心理状态(使价值偏差下的身份认同

焦虑进一步加剧)

换个角度来看(!凡尔赛文学#一开始就遭

到了人们的解构而不是真正的盲目效仿(这也说

明了其传播的价值观受到了大部分人的抵抗)

在长期追逐物质的社会环境下(拜金主义已经让

人们感到疲倦甚至厌烦) 当一种超出了日常可

接受范围的炫富行为出现(人们终于忍无可忍(

对此发起了反抗) 纵然社会已经开始对拜金主

义进行抵制批判(但不可否认(网络角色的虚拟

性使人们已经习惯于包装自己的日常生活(网络

自恋化的表现形式仍会不断地更新(仍有无数人

渴望通过社交网络完成自我形象的伪造去博得

他人关注(从而获得自我的满足) 在对!凡尔赛

文学#现象特征与兴起原因的探析中(我们可以

看到它所反映出的病态化心理(其背后仍有更多

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去探究) 同时(也希望沉迷

!凡尔赛文学#这场盛大狂欢的网友们能摆脱身

份认同的焦虑(去真正地拥抱反!凡尔赛文学#

的精神(努力创造实际的人生价值(摒弃精致的

幻象(抽身自恋的禁锢(脚踏实地地享受生活中

真实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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