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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
———电影《小时代》之青少年文化认同的符号学考察

颜小芳

（广西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摘　要］　电影《小时代》系列以进行时的方式讲述了四个少女的青春、梦想，体现了小时代视阈下的“中

国梦”叙述。与宏大叙事相反，它是一种“小”叙述，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小”叙述，它并不反抗体制，甚至某

种程度上，不自觉与体制达成共谋。它 也 是 消 费 时 代 的 小 叙 述。《小 时 代》的 成 功，让 人 们 看 到 了 选 择“郭 敬

明”为经典的青少年群体在消费文化浪潮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诉求；郭敬明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了这群青少年

最佳的自我替代性叙述文本。电影《小时代》的粉丝中，以女性青少年居多，某种意义上，《小时代》是中小城市

爱做梦的女性青少年的欲望替代叙述，它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城市形象建构、镜像语言风格与“酷”行为模式四

个方面，塑造了当下女性青少年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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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梦”的符号意义及

电 影 中 的 表 现 形 式

　　“中国梦”是近期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宏大叙

述。“中国 梦”为 什 么 令 人 感 兴 趣，有 很 多 原 因。
从语言符号特点看，“梦”这个词具有太强烈的文

学色彩以及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大至国家、
民族、历史，小至团体、个人、当下，都能够通过这

个符号寻找到对应的所指。
“梦”即梦想，它的最高形态应该是人类最终

可能到达的理想世界，抛开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
它与莫尔的“乌托邦”世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

想”、甚至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都有极大相似之

处。从现代性进程来看“中国梦”，它具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中国梦”是中国现代性发展进程的总

体要求。中国梦首先是一个整体、宏大 叙 述。其

次，“中国梦”主体是“中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那就必然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划出

鲜明界限，势必造成价值观冲突。例如电影《中国

合伙人》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差异，巧妙地设计了

“美国梦”这一对立主体，让众人在中、美价值观的

碰撞下，引发强烈本土意识共鸣，是“中国梦”在电

影艺术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第三，每个个体都

被纳入到“中国梦”的总体叙述过程。也即“中国

梦”用一种比以往政治意识形态更为亲切的姿态

将每个 个 体 的 梦 想 整 合 到 统 一 叙 述 中。这 样 一

来，所有的个体梦想最后都朝向一个方向，那就是

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前进。然而在实际进程

中，每个个体具体的理想不同，追求梦想的脚步也

参差不齐，梦想完成的质量和境界也各有差别，这
就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当下电影对“中国梦”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方式：
第一是个人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合 谋，例 如

《中国合伙人》。它讲述民办教育企业家的成长故

事，高 度 契 合 主 流 意 识 形 态 发 展；电 影 用 一 种 真

切、细腻的镜像表达完成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

谋，并且还博得一向不亲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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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青睐，并在两者之间左右逢源，获得票房和

口碑的双丰收。虽然电影中塑造的“成功”主要靠

金钱符号支撑，但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

一致，那就是发展经济、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这

也是现实中普通大众最迫切的愿望。
第二是消费时代女性视野下的“青春梦”，例

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在商业资本掌控全

局的当下，女性主义不再具备先锋精神和反抗能

力，它与商业意识共谋。大众娱乐时代的明星神

话———“小燕子”，成功转型为商业片导演，从而获

得“贩卖青春”的资格，或许在“青春”消费的浪潮

中，人们亟需做的可能还是如何“拯救青春”，体现

在荧幕上即为寻找“青春”的意义，而这并非编织

一个“灰姑娘”和“卖火柴小女孩”的爱情故事就能

解决的。
第三是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例如电影

《小时代Ⅰ》、《小时代Ⅱ》。以往中国的文学、电影

都是对“时代”的宏大叙述，我们所有的教育和情

感强调的就是大化，要为人类的事业，至少是民族

的事业、阶级的事业服务。而“小时代”追求的恰

恰是一种“小”的叙述，代表的是“８０后”、“９０后”
的青少年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在话语表达上的要

求。“小时代”的 英 文 名 为“Ｔｉｎｙ　Ｔｉｍｅｓ”，“Ｔｉｎｙ”
比“ｓｍａｌｌ”更 小、更 细 微，因 此“小 时 代”甚 至 可 以

称为“微叙述”。电影《小时代Ⅰ》、《小时代Ⅱ》以

进行时的方式讲述了四个少女的青春、梦想，体现

了小时代视阈下的“中国梦”叙述。

二、后现代主义文化背

景 下 的“小 叙 述”

　　根 据 特 里·伊 格 尔 顿 的 观 点，后 现 代 主 义①

一词通常指一种当代文化形式，是一种文化风格，
以一种无深度、无中心、无根据、自我反思、游戏、
模拟、折衷主义、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

变化的某些方面，从而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

化、艺术与日常经验的界限。它不同于后现代性。
后者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

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

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

终根据。虽然特里·伊格尔顿本人坚持用后现代

主义来概括这两样事物，并且侧重思想意义的分

析，但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性的确存在较大

差异，例如詹姆逊就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做了比较

详细深刻 的 阐 述。② 根 据 詹 姆 逊 的 观 点，后 现 代

主义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表现了当下的

我们跟现代主义文明的彻底决裂。

后现代主义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

觉。故而，作家王蒙将《小时代》中的青春叙事称

之为“浅青春”，也有人称之为“炫青春”［１］。这两

种说法都有道理，“浅青春”是一种无深度感的青

春，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平面化特征一致；而“炫

青春”主要是视觉上的，而当代视觉艺术基本属于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说后现代性（现代主义）还是一种精英意

识思想的表现，仍具有反体制功能，那么后现代主

义文化则消解精英与崇高，与商业文化合流，不再

具备反体制的反叛精神，正如詹姆逊所说：“后现

代主义的种种姿态，我们今天的群众不但易于接

受，并且乐于把玩，其中的原因，在于后现代的文

化整体早已被既存的社会体制所吸纳，跟当前西

方世界的正统文化融成一体了。”［２］４２９

“小时代”的涵义，与宏大叙事正好相反，是一

种“小”叙述，但并非后现代性的“小”叙述，而是后

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小叙述”，它并不反抗体制，甚
至某种程度上，不自觉与体制达成共谋，因此它是

消费时代的“小叙述”。
《小时代》出现的背景，是一个符号泛滥的时

代。作家王 蒙 做 客 凤 凰 卫 视《锵 锵 三 人 行》时 谈

到，《青春万岁》（王蒙的小说）的时代，是饿肚子的

时代，那个时候缺乏的是生产符号。而《小时代》

的时代，“８０后”、“９０后”的人不再有“饿肚子”的

体验，他们缺少的是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名牌”，因
此观众在电影《小时代》中可以看见华丽的上海、

充斥各种名牌和奢侈品的大商场、豪宅，青春似乎

只有与名牌和奢侈比肩，才有意义。符号学家赵

毅衡说：“某种符号大量出现，就证明社会严重缺

少某种意义。”［３］４６电影《小时代》中泛滥的物质奇

观以及郭敬明粉丝对《小时代》的迷恋是不是可以

①

②

虽然关于“后现代 主 义”的 争 论 早 已 是 明 日 黄 花，但“后

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却并没有潮退。从利奥塔与哈贝马斯关于

“现代性观念之争”开 始，基 本 上 已 经 形 成 两 种 不 同 的 看 法：一 种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认为 现 代 性 是 一 项 未 竟 的 事 业，所 谓 后 现 代

主义不过是现代性在 新 的 历 史 阶 段 的 特 征 表 现。国 内 学 者 赵 毅

衡认同哈贝马斯的观点，并将现代性分为前期现代性和后期现代

性，对应于某些学者的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另外一种观

点以詹姆逊为代表，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文化分期，两者之间有着鸿沟般的界限。国内学者尹鸿就认为

存在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两种不同形式。

参考［英］特 里·伊 格 尔 顿 著《后 现 代 主 义 的 幻 像》，周

宪、许钧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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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说明一部分穷孩子、穷青年对“富裕梦”的向

往和追求呢？

因此，《小时代》的“小叙述”，传达出了大商业

时代一群小人物的真实心理感受，那就是对发达

物质文明的迎合、加入与合作。客观上看，《小时

代》用导演的主观镜头不自觉地展现出了上海在

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伟大物质成就，也

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由自主地暗合。

三、《小时代》与青少年文化认同

赵毅衡 在《当 代 社 会 的 符 号 危 机》中 提 到 过

“两种经典 化 方 式”［３］３８９，一 种 是 传 统 的 批 评 性 经

典重估，通过不断地比较、选择和优胜劣汰，诞生

了我们所熟悉的经典作家、经典文学；另外一种则

是大众的“群选经典化”，是用投票、点击、购买、阅
读观看等形式，累积数量作挑选，这种遴选主要靠

的是连接，通过“积聚人气”而让被选择的对象成

为经典。大众文化时代的“粉丝经济”和“粉丝电

影”就是“群选经典化”的产物。
“群选经典化”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就是从人到作品，而不是从作品到人，被

经典化的是集合在一个名字下的所有“型文本”。
作为“粉丝电影”的《小时代》，自然也是群选经典

的产物，它是集合在“郭敬明”这个符号下的一个

文本。
第二，群选经典无须批评。赵 毅 衡 深 刻 地 指

出，群选出来的经典作品，不是用来比较，以供批

评讨论的，而是用来追随的。人们可以选择不追

随，但是不可能选择分析性的辩论。
第三，群选经典是群体连接 的 产 物。在 与 经

典作者的抽象联系中，同崇拜者（粉丝）组成的社

会具体接触中，个人不再是孤独的个体，粉丝们通

过替代性选择，找到了自我的迷醉，这是符号意义

充实的欢欣，也是个体存在的理由。
群选经典使得一部分从来没有参与主流文化

的社会群体，得到了与其他人同效的一票之权，在
此意义上，《小 时 代》的 成 功，让 人 们 看 到 了 选 择

“郭敬明”为经典的青少年群体在消费文化浪潮中

的主体地位和话语诉求。这个群体并不关心所选

择对象的价值好坏或意义的深浅高低，他们要求

的是被关注，而郭敬明的小说和电影，则成为了这

群青少年最佳的自我替代性叙述文本。①

青少年文化（ｙｏｕ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现象是一种全球

性现象。西方学术界对青少年文化的起源、演变

和影响的思考远比我们成熟和深刻。“青少年文

化”这一术语，出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美国，其

具有症候性的文本是塞林格在１９５１年发表的小

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成功塑造了与校园环

境格格不入的叛逆、困惑的男主人公 霍 尔 顿·考

林菲尔德的形象，引起了全美青少年的共鸣，被认

为是能体现现代青少年特征的第一个文学典型。

本论文认为，“青少年文化”的内涵应该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生 理 上 看，年 龄 高 于 儿 童 低 于 成 年

人，具体应该是十二三岁至十七八岁之间。

第二，从社会心理层面上看，由于这一群体还

处于孩童与成人之间，因此他们渴望成长，急切彰

显自我意识，但又拒绝成人化。

第三，由于学龄的延长，中国人的青少年心态

普遍得以延长，很多年满１８岁的青年，例如某些

大学生群体，在心理层面依然表现出青少年文化

特征：心态和情感都孩童化、抗拒成人化现实，比

较突出的是十几二十岁的女性青年。

第四，“青少年文化”的特征通过一系列符号

而彰显。青少年将他们自身通过符号的方式从成

人文 化 当 中 分 离 出 来，这 些 符 号 涵 盖 各 个 领

域———语言、服饰、音 乐、审 美、形 体、生 活 方 式 等

等。相对于“青春期”的内涵主要关乎生理意义上

而言，“青少年文化”则从社会层面关注青少年时

期的系列符号特征。

所以，“青少年文化”在概念上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狭义上它对应生理上年轻的青少年，广义

则指拥 有 青 少 年 心 理 特 征 的 所 有 人。渴 望 被 关

注、追求成功、但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比较

自我、自恋是当下中国青少年的真实心态。

电影《小时代》的粉丝中，以女性青少年居多；

某种意义上说，《小时代》是中小城市爱做梦的女

性青少年的欲望替代叙述，它通过人物形象、城市

形象、镜像语言、“酷”行为模式四个方面，塑造了

女性青少年的文化认同。

① 《小时代》有着明确的市场定位，那就是““８０后”、“９０”后

人群，其中又以“９０后女性”为中坚消费力量。参 考《郭 敬 明 电 影

小 时 代 营 销 模 式 分 析》，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５１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ｍ／ｆｒｅｅ／

３０２０４６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３／７／２６。根 据２０１３年《中 国 新 媒 体 发 展 报

告》，截至２０１２年底，中国 网 民 数 量 达 到５．６４亿 人，青 少 年 已 经

成为这个时代的绝对主体和最活跃的用户。而作为一部“互联网

时代的电影”，《小时代》在上映前就在网络上引发大讨论，而它的

目标受众正是这些大讨论、点击率和数据流最主要的制造者———

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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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形象建构契合女性青少年心理

《小时代》以四个女性青少年为叙述中心。实

践表面，“四人组合”模式比较受青少年欢迎。如

中国台 湾 偶 像 剧《流 星 花 园》中 的Ｆ４组 合；根 据

朱德庸漫画改编的内地电视剧《粉红女郎》中的四

位女性，她 们 分 别 是 结 婚 狂、万 人 迷、男 人 婆、哈

妹，将单身女性高度类型化；风靡全球的美国电视

偶像剧《Ｇｏｓｓｉｐ　Ｇｉｒｌ》中的四个主人公（２男２女）
等等，四 个 不 同 性 格、不 同 类 型 的 人 物 形 成 四 重

奏，比单一主人公更丰富多彩、变化多端，更能满

足青少年对故事的追求，并且网罗不同类型、不同

喜好的青少年观众，从而为引起更广泛的共鸣做

了很好的铺垫。
《小时代》的主人公为四个风格迥异的女性，

将当下女性青少年分成四种类型，几乎所有女性

青少年都能够在这四种类型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富家女顾里的强势、霸气、时尚、犀利，平民女林萧

的温柔、善 良、体 贴、重 义 气，豪 放 女 唐 宛 如 的 豪

爽、直白、笨拙、无厘头，贫贱女南湘的美丽、才气、
阴柔、自卑，四种类型演绎当下女性青少年的青春

进行时。
《小时代》中的四位女性，不仅仅是女性欲望

观看的主体，同时也是凝视的对象，作为观众的替

代叙述，她们集观看与被看于一身，传达出这样一

种意义：女性青少年既渴望行动，又渴望被关注。
电影中出场的男性，几乎全是年轻的帅哥。不管

是多金还是多才，总之“帅”是必须的，迎合了当下

女性青少年对异性的审美想象。电影有对男性身

体的展示：《小 时 代Ⅰ》中 顾 源 赤 裸 的 上 身、人 鱼

线；《小时代Ⅱ》中宫洺结实的上身，在柔光的照耀

下，如梦如幻。《小时代Ⅱ》设计了林萧偷窥的画

面，凝视的主体是女性，观影的主体也是女性，因

此这是一部真正让女性成为消费主体的电影。
（二）城市 形 象 建 构 与 镜 像 风 格 迎 合 女 性 青

少年喜好

电影中的城市是时尚、靓丽、充满浓郁现代气

息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几乎没有哪个女性青少年

会喜欢灰蒙蒙的天空以及雾蒙蒙的城市。只有明

亮的大都市，才是所有浪漫故事和奇迹发生的场

所，也是让灰姑娘们命运发生改变的地方。
电影用了大量移动镜头、慢镜头、仰拍方式来

展现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时尚、高端、大气，以及

对大都市优越物质文明的向往与留恋。值得注意

的是，电影基本没有深景深镜头，几乎所有镜头都

是主要人物的景别，以特写和近景居多。人物镜

头中，背景多为虚焦。这样的镜头画面实际相当

主观和自我，它人为割裂了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他

人之间的联系，让整个故事都发生在一个极为自

我的封闭空间。镜像方式也反应了电影的世界观

和价值观，以“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电影将近

末尾有一场顾里与顾源跳探戈的一场戏，在这场

戏之前一点点，电影对顾里的出场用了极为夸张

的表现方式，用了几十秒的时间来表现顾里裙摆

的张扬和人物的气势，这种只为偏爱而不顾逻辑

的随心所欲的方式，恰恰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也

迎合了青少年粉丝们不成熟的观影心理。
（三）“酷”青春展现青少年行为特征

《小时代》所体现的青年文化特征可以用一个

词来表示，那就是“酷”。“青少年期区别于其他人

生阶段的符号和行为特征就是酷态。”［４］２７酷的人

不仅受人尊敬、崇拜，也是他人极力认可的符号特

征，因此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社交价值。
《小时代》里，“酷”这个符号首先是身份、地位

的象征，通过一系列名牌、奢侈符号来体现，因为

后者是酷的资本。
其次，酷是一种伪装的符号，目的是掩盖内心

的不成熟，这种外表与内心的巨大反差，是青少年

特有的性格特征。
电影《小 时 代》里 每 个 人 都 很 装，装 酷，然 而

“酷”人的内心都有软弱的一面。青少年的“酷”展
现出青少年在自我形象上更多的表演性成分，他

们还没法做到真正的成年人那样在现实生活中游

刃有余。而经历过很多的成年人压根就不屑于表

演和伪装，青少年则特别在意，“耍酷”实际上是给

他人看的，说明他们还非常在意他人的看法。“酷
青少年实际上是一种‘被表演出来的角色’，是一

些能够娴熟管理和操纵符号秩序（面部表情、服饰

符码及行为习性等等），并给他或她的同龄人留下

良好印象的个体。”［４］３９

第三，酷还体现在防御性强 的 心 理 特 征。例

如，《小时代》中的人物通常喜欢以一种刻薄而讽

刺的方式谈论别人的做事、行为和表现方式，例如

顾里的语言。在外表上，苗条和瘦削的身型都是

男性和女性获得酷态的先决条件，而肥胖与酷总

是不沾边的。
第四，酷还与性有关，准确说 是 性 压 抑。“当

代青少年有规律的种种酷行为，可以解释为是受

压抑的交配意向寻求发泄途径的本能。”［４］３３毫无

疑问，在 青 少 年 群 体 中，最 酷 的 人 往 往 最 有 异 性

缘。在电影《小时代》中，流行时尚杂志《Ｍ．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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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宫洺是酷的典型，拥有英俊的外表、无敌的气

场以及严肃和不苟言笑的表情以及谨慎到近乎苛

刻的做事风格。然而如此优秀的男主角内心深处

却无比孤独，很明显他是渴望爱却又深深压抑了，
因为曲高和寡。所以他的“酷”是一种既尊贵又无

奈的标签，但无论如何，这个角色已经拥有了吸引

无数少女粉丝的魅力。
从 文 化 意 义 上 看，源 于 西 方 文 学 的 青 少 年

“酷”文化体现了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它具有真实

的符号所指，是一种有内涵的“酷”。而《小时代》
的“酷”，更多是一种能指意义上的游戏，并没有多

少精神力量可供人们借鉴，只是在刻画一种对大

多数粉丝而言都不切实际的生活方式，具有十足

白日梦的特征。

四、《小时代》叙述得失与

价值观问题剖析

　　在 情 节 叙 述 上，《小 时 代》与 美 国 电 视 剧

《Ｇｏｓｓｉｐ　Ｇｉｒｌ》类似 的 是，女 主 人 公 都 因 为 与 闺 蜜

的男朋友上床，而导致友谊裂缝。
《小时代Ⅱ》中顾里生日宴会这场戏矛盾比较

集中，也是较之《小时代Ⅰ》的散文化叙述，《小时

代Ⅱ》更为戏剧化的地方。在这场戏中，《小时代

Ⅰ》建立 起 来 的“友 谊 乌 托 邦”（电 影 还 反 复 重 现

《友谊地久天长》的音乐），在《小时代Ⅱ》中被撕裂

出一道血淋淋的伤口。电影也部分揭示了冲突的

原因：南湘和席城的一段对话，让观众隐约感受到

“贫富差距”、“身份悬殊”给几位女性青年带来的

心理不平衡。并且在这场贫家女与富家女的争斗

中，导演维护的是富家女的尊严和形象。影片中

女主角顾里犯下的错———与席城 上 床，最 后 被 揭

示为席城与南湘的合谋。顾里的形象也一下子从

“友情的背叛者”变成了“受害者”。
在此，影片透露出的价值观是对富裕 阶 层 从

物质到精神的肯定，而对贫贱女则进行了道德层

面的质 疑。或 者 这 也 是 郭 敬 明 最 惹 人 非 议 的 地

方。电影中顾里去咖啡厅清场的那一场戏，将这

个阶层的优越毫不掩饰地展示出来，这可能也是

很多青春期女孩的想法，她们追逐在同龄人之间

的优越感，急于被人认同、渴望被关注，体现出小

女生爱攀比的虚荣心理。
在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里面，也

塑造了一个道德品质有问题的贫贱女“茉莉”的形

象。小说将“茉莉”描写得十分表里不一，外表清

纯而实际上却是性工作者。“茉莉”在自己的身份

被人揭穿之后，找人报复女主角林岚及其闺蜜闻

婧，闻婧 惨 遭 强 奸。在 作 者 兼 导 演 郭 敬 明 看 来，
“贫贱女”从物质到精神都是贫穷的，这的确是他

本人价值观的一种偏见。
再来看《小时代Ⅱ》的结尾，除了“贫贱女”南

湘（恰恰是最需要关注的人，有一定的现实问题深

度）之外，所有主要人物最后都聚集在一起，在雪

地上尽情狂欢，连最酷的宫洺也放下了身段，在与

众人的嬉戏打闹中还原内心最孩童的一面。看到

这个地方，观影者会有一种被骗的感觉，电影前面

叙述的一切“是 非 恩 怨”都 不 过 是 一 场 排 练 的 游

戏，电影没有提出任何现实问题，也没有解决（至

少在象征层面）任何现实矛盾，所有的一切不过是

一群并没有生存烦恼的年轻人的自娱自乐。这是

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文本，也是典型的后现代

主义青春。
从故事叙述层面看，电影是 先 有 主 题、情 感，

再有故事，故事是用来填塞情感的。因为要哭，所
以就有车祸，因为要故事，所以就有了生日宴会上

的冲突。电影主要依靠演员表演，而故事显得并

不重要，是因为演员需要故事，而不是故事需要演

员。
尽管如此，但观众还是能够从中感受 到 一 种

少年情怀，无论浅薄、虚荣还是矫情，它都是我们

这个时代当下少年青春的特征。至于后来也出现

过口碑较好的电影，例如《青春派》，虽然演员都是

毫无表演经验的高中生，但故事却是一个有着相

当人生阅历的导演对青春的设计和反思，这种回

忆之后的青春与进行时的青春哪一个更真实更纯

粹，从青春本身的角度看，是无法比较的。《小时

代》电影系列是一个具有文化症候意义的文本。
《小时代》中的人物都是孤独的，也是自我的，

他们渴望被理解，但却很难找到真正的知己。她

们向往爱情，却又都畏惧爱情，反而过多地会对同

性产生依赖，这正是女性青少年尚未真正社会化

的心理。《小时代》里的人物并不反叛，他们渴望

的还是被关注和被理解。这也部分反映了后现代

文化的特征。赵毅衡在谈到“群选经典”问题时说

到“出镜率”对文化竞争者的绝对作用：“宁缺毋滥

追求质量，是迂腐的名声自杀，而总体连接达到一

定的数量级，就成为‘家喻户晓’式的熟悉，累积连

接而成的亲 切，就 会 把 偏 爱 变 成 美 感。”［３］３８９对 于

郭敬明的青少年粉丝群而言，只要郭敬明不断地

有作品出现就可以满足他们内心自我的缺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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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质量好坏他们并不在意。
与《中国合伙人》、《致青春》等电影的怀旧情

绪有别，《小 时 代》导 演 郭 敬 明 对《凤 凰 网·非 常

道》直言：“它们不那么纯粹。因为他们真的不是

以一个青春的心态来拍这个青春的电影，他们是

以一个更年长的生态、成年的心态来拍这个青春

的电影。你如果真的要拍一个年轻的电影、青春

的电影，你一定是来自对未来的描述、对未来的构

架，年轻人永远不会回忆自己的过去，年轻人永远

都在憧憬自己的未来。”［５］《小时代》是不是一部关

于未来的青春电影还很难断定，但它的票房成功

确实折射出了当下青少年文化的某些真实心理，
电影本身 也 体 现 出 了 当 下 青 少 年 文 化 的 某 些 特

征，还没有哪一步青春电影与当前“８５后”和“９０
后”青年的情感如此接近。青年有青年的未来，只
是离“９０后”反思自我的岁月还有一段时间，那个

时候再回过头来看“青春”，境界也许将大不相同

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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