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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恶搞(作为网络生活中的一种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业已成为网民交流互动
的重要中介!是个人排遣烦恼的精神调味品" 究其兴起的本质原因!在于它通过'恶搞(这样
一种二度创作和颠覆性的解构行为!极大地满足了当代人对于个人话语表达的需求!迎合了
草根阶层对于主流文化反抗的欲望" 总的看来!尽管'网络恶搞(使人们真切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平等自由和轻松愉快!但其所具有的'恶(的一面仍不容忽视!须施以必要的防范与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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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恶搞"是呈现于网络社会生活中的一
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受网络社会文化特征的影
响)得益于网络传播的优势)而时常现身于网络
空间)不同程度地引发人们的!集体围观"+ !网
络恶搞"作为一种网络大众消费的社会文化现
象)无疑是网络大众参与的产物)是网民交流互
动的重要中介)是排遣个人烦恼的精神调味品+

可以说)在网络上屡见不鲜,司空见惯的!网络恶
搞"现象)业已呈现出一种!全民狂欢"的姿态+

因此)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现象)并对该现象进行
合理的释义与恰当的分类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 其次)在这种!全民式"的网络狂欢背后)

又蕴含着怎样的生成背景与内在逻辑)如何给予

!网络恶搞"一个理性而又中肯的评价并施以有
效的引领疏导)也成为当前需要社会各方面加以
关注和研究的一大现实课题+

一#'恶搞文化(溯源及'网络恶
搞(的释义和分类

$一%"恶搞文化#溯源
!恶搞"源于日语!ĉ 2="%库索&一词)在日

语中常被拿来当成骂人的口头禅(((!可恶")

也指不够善良的!恶搞")就是!往死里整"的意
思+ 随着!ĉ 2="一词的大量使用)! ĉ 2="被
广泛地当作!恶搞"!好笑"的代名词)!ĉ 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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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涵开始在人群中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青
年人对其予以追捧)并自视为!ĉ 2=一族")意
为用自己的文化方式颠覆和愚弄老一辈的文化
权威+ 进入"$世纪)随着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
区以及日本大量动漫,漫画,游戏的问世)!ĉ 2=

一族"开始尝试在其中取材)通过某些带有!距
离感"的文字,语法)去创作一种特定恶搞爆笑的
作品)以此来达到哗众取宠,标榜个性的目的+

-$.

由此)这种!恶搞文化")也便开始在社会中逐步
传播开来+

$二%"网络恶搞#的阐释和分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 !恶搞文

化"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状态)开始在各大
网络媒体中兴起与传播)出现!网络恶搞"的新
亚态+ !网络恶搞"即是在网络平台上对已有的
一些视频,图片,语音等素材进行一定程度的颠
覆性解构)使其具有一定的搞笑元素)从而达到
迎合一定社会群体的目的+ 具体来说)就是借助
网络这一特殊载体)通过使用电脑软件更改图
像,重新配音,恶意剪辑视频等方式)对具有一定
知名度的事件,人物,电影或者文学作品)按照恶
搞者的意图进行二度创作)表达恶搞者与众不同
的思想感情+

"##5年初)中国自由职业者胡戈制作了一
部!恶搞"视频(((!馒头血案"+ 该视频以电影
/无极0与普法栏目/中国法治报道0为素材)将
当中视频分段剪接)并加入无厘头搞笑对白+ 该
视频的问世)可谓拉开了中国!网络恶搞"兴起
的帷幕+ 其搞怪,幽默的表现形式引发了诸多网
友的争相模仿)一时间!网络恶搞"成了高频词
汇)!网络恶搞"这一文化现象也迅速成为一时
风尚+ 现如今)从!杜甫很忙"到!凤姐很火"再
到!诸葛鬼畜")网络平台上早已充斥着各种!网
络恶搞"视频与影像)!网络恶搞"已经成为人们
重要的娱乐形式+ 各种!恶搞"视频,图片也已

成为商业炒作,商家谋利,娱乐大众的重要工具+

可以说)!网络恶搞"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化现
象)而是成了当代人生活娱乐的组成部分)其所
带来的影响也不单单只是哗众取宠,博人眼球)

!网络恶搞"逐渐成为具有影响人们实际感受与
价值取向的一种!网络存在"+ 根据其内容与形
式的不同)可以在现象表征层面)将!网络恶搞"

划分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

一是!图片恶搞")即通过使用图像处理软
件)将已有图片拼凑,剪切+ 例如*!小胖系列"

是一个穿着校服,脸型圆滚的学生)其侧目一瞥
的搞笑神态被人偶然抓拍)随后其头像被人拼贴
到各种名人名画,电影电视海报上+ 另外)"#$"

年一组!杜甫很忙"的!恶搞"作品登上网络平
台)教材中的杜甫形象被各种改编)或持枪械)或
穿制服)或骑摩托)其!恶搞"形象也一度引发舆
论探讨+

二是!音频恶搞")即通过改变原有音频素
材中的内容或者发音的方式达到!恶搞"的目
的+ 例如*!一风之音恶搞音频"就是一档搞笑
逗趣的明星模仿配音类节目)该节目以模仿配音
的形式)重现经典影视剧中的桥段+ 有时)该节
目还会聚焦当前社会中的热点问题)用搞笑逗趣
的方式进行调侃,吐槽)以博得听众们的追捧与
喜爱+

三是!视频恶搞"+ 这种就是在已有视频素
材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改编原有视频中的剧
情)颠覆其中的人物形象)为其增添搞笑的元素+

目前!视频恶搞"是!网络恶搞"形式中最具代表
性的)其搞笑夸张程度是其他!恶搞"形式无法
比拟的+ 中国最早的!视频恶搞")就是前文提
到的胡戈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面对这些!网络恶搞"现象的生成与传播)

有研究者也对其本质展开了探讨+ 左伟清,刘尚
明在/!恶搞"文化流行的原因及影响0一文中说
到*!恶搞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网络时代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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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一种自娱,娱人的娱乐精神)体现了个性的
解放,追求自由的现代意识的觉醒+"

-".覃晓燕认
为*!恶搞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更多代表的是草
根文化或平民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一种质疑与反
思+ 它是一种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文化
和内在的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

-0.而在刘雪玉
看来)!#恶搞$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它是一种以
搞怪,恶作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另类文化景观)

其代表的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1.

+ 笔者认
为)究其本质而言)!网络恶搞"之所以兴起)就
在于它极大地满足了当代人对于个人话语表达
的需求)迎合了草根阶层对于主流文化反抗的欲
望+ 通过!恶搞"这种二次创作的形式)将原有
的艺术作品形象进行颠覆性改造)由此找到了在
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某种自信和存在感+ 因此)可
以将!网络恶搞"视作一场草根阶层反抗主流文
化的行动觉醒+

二#'网络恶搞(的生成背景
!网络恶搞"现象)有其特定的生成背景)这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文化权威的某种消解+ 在传统媒
体时代)民众接收讯息的方式十分固定和有限+

"#世纪5#(&#年代)人们主要通过广播与报纸
来实现与外界的交流与互通)这种传统媒体具有
十分显著的局限性)即严重受到空间与时间的限
制且传递信息的形式十分枯燥和呆板+ 在信息
的交流过程中)官方掌握信息发布和传递的主动
权)并且可以按照一定的政治需要加工处理'而
民众始终处于信息的接收一方)被动接收官方发
布的信息)处在一定的失语境地+ 正是这种单向
度的传播环境)会造成民众对主流意识的不满)

激发人们重掌话语权的欲望+ 互联网进入人们
视野之后)开放自由的网络环境为民众获取即
时有效的新鲜资讯提供了便利)这极大地满足

了民众对于掌握信息的需求)唤醒了人们通过
互联网重新掌握信息主动权的欲望+ 在自媒体
的时代里)人们摆脱了被动的信息接收者的地
位)而是成了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 在这种新
的信息传播形态中)传统传播媒介在文化领域
的权威逐渐消解)其所倡导的传统灌输式的文
化发展模式也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非官方
的,平民化的模式+ 在这种文化模式中)民众的
自我意愿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文化创造力得到
了开发和利用+ 由此)!文化狂欢"也就在这种
环境中应运而生了+

二是草根阶层的迅速崛起+ 在传统的文化
模式中)!草根阶层"是信息的接收者)是文化的
消费者)他们消费着由掌权者提供的文化产品)

浸淫在这些文化产品之中+ 当网络成为大众媒
体之后)其极低的准入门槛大大激发了!草根阶
层"的文化意识觉醒)一种反抗权威,对抗传统的
!草根文化"迅速席卷而来+ 电影/无极0代表的
是传统的精英式的文化路线)而!恶搞"电影/无
极0就是!草根阶层"对传统文化路线的宣战)是
一次反传统,反权威的重大尝试+ 网络媒介为受
众提供了狂欢的场所)以胡戈为代表的!草根阶
层"逐渐成为狂欢的主体)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
消解,嘲笑和反讽精英们的作品)并以狂欢的形
式展现自己的话语)从而构建起一种非官方,平
民化的民间文化形态+ 在!草根阶层"的眼里)

摧毁,颠覆传统就是对自我个性的最好彰显)就
是引起公众关注的最好途径+ 近年来的!杜甫很
忙"与!诸葛鬼畜"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恶
搞"极大地颠覆和破坏了历史人物的原有形象)

以夸张,离谱的造型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刷
新了民众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认知+ 尽管这样
的篡改与逆袭有些哗众取宠,低级趣味)但极大
地迎合了民众对于视听狂欢的渴望)对于打破传
统文化模式的禁锢与束缚)唤醒民众思维观念的
觉醒有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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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视听快感的巨大吸引+ 西方学者巴拉
杰在/视觉与人类0一书曾经说到)人类社会逐
渐迈进一个视觉文化时代)一个!读图的时代"

即将来临+ 视觉文化)就是指个体通过特定的视
觉文本去观照世界外物的生活方式+

-3.

"# 世纪
-#年代后)随着数码影像以及网络技术的迅猛
发展)计算机数字技术充分利用图像,声音,色彩
渲染等方式)将信息以一种富有冲击力,感染力
的视听效果传达给网友)提供给网友一种沉浸
式,临场式的感官体验+ 在这样一种传播形式
下)人们依赖于直接的视听感受)能够迅速对接
收的信息概况作出一种判断)更容易接受传达者
想要表达的含义+ 另外)由于信息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当代人日常接收到的讯息与日倍增)使得
人们更依赖于通过视觉图像来获取资讯+ 在张
品良看来)!在当代)最通俗,最感性,最诱人,最
直观的网络视觉作品的影响大大超过了语言艺
术)人们的眼睛愉悦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对视
觉快感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突出)对文
字的崇拜转向了对图像的玩味)形象传播已成为
当今的主导传播形式"

-5.

+ 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
为什么!网络恶搞"现象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兴起火爆+ 对网友来说)传统故事情节式的影视
桥段早已乏味不堪)当!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
发的血案"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就立即被其
光怪陆离,离经叛道的剧情所吸引)视频中夸张,

搞笑的人物形象大大刺激了网友们的感官+ 在
某种意义上)!网络恶搞"就是视觉文化兴起的
必然产物+ 通过直接而又强烈的视听体验)!网
络恶搞"才更能够收获大众的认可与喜爱+

三#'网络恶搞(的省思与应对
毫无疑问)!网络恶搞"就是当代人的狂欢)

网络平台就是!网络恶搞"的狂欢舞台+ 区别于
传统常规的现实世界)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

人们可以短暂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教条,原则,规
矩)可以暂时放下常规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实现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与互动)而!网络恶搞"

就是人们实现交流的!特殊语言"+ 在这种开放
而又自由的氛围中)人们能够实现自身的个性解
放)可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可以说)!网络恶
搞"的世界就是一种文化生活的理想状态)是一
种乌托邦境界+ 在这种狂欢式的生活体验中)人
们真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自由,轻松愉
快)感受到了人类本性的复归+ 从这个意义来
讲)!网络恶搞"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和积极
影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恶搞"之!恶"是
不容忽视的)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 朱隆,孙敏,

鲁同所认为*!网络恶搞具有负性效应)首先)其
本意带有一种强烈的恶意破坏成分)大多数的恶
搞都是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加工)存在
着一定的侵权'其次)恶搞也侵害了个体的隐私
权,肖像权,个人版权与名誉权+"

-&.万锦祥,叶
婷,彭璇璇在/网络恶搞文化的本质,危害与消
解0一文中表示)!网络恶搞正不断侵蚀人们的
伦理防线)人们沉溺其中会导致人们走入另一个
#忘我$空虚世界)掏空头脑中尚存有的真,善,

美的文化取向)网络恶搞文化正在不断加剧人们
的文化焦虑)加速人们的人格分裂"

--.

+ 本文认
为)就其社会文化的根本属性而言)!网络恶搞"

仍然摆脱不了低俗化,娱乐化的倾向+ !恶搞"

在表象上来看)似乎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娱乐大
家")但其功能恐怕也仅此而已+ 在肤浅的欢愉
之外)!网络恶搞"是无法丰富社会大众的精神
文化世界的)相反)如果任由!恶搞"盛行)还会
造成新的思想空虚和精神萎靡+ 毕竟)!恶搞",

嬉笑的背后)其实是对现代主流价值观的某种解
构和对优秀文化传统的某种颠覆)会对青少年造
成误导+ 另外)当恶搞作品中带有诽谤性,侮辱
性的言论,文字,图片时)!恶搞"便会失去原有

'$



娱乐大众的本质)形成一种!网络暴力")对他人
造成名誉与精神上的损害+

面对!网络恶搞"的扩散与传播)要在甄别
区分的基础上)着重针对那些具有!恶"的性质,

会造成某种社会危害的!网络恶搞"行为)施以
必要的防范,规制与管控+ 具体的对策措施)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惩网络侵权行
为+ 目前)!网络恶搞"现象最显著的危害主要
表现在对知名影视作品的篡改,公众人物形象的
戏弄以及历史名人的调侃上)这种行为严重损害
了个体的著作权,隐私权,肖像权与名誉权等)在
社会上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形成了一种
!网络暴力"+ 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

严惩网络平台上的严重!恶搞"行为+

从已有的司法实践来看)全国各地为了整治
各种!网络恶搞"侵权行为做过一定的尝试+ 比
如)"##5年)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通过/重庆市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0)该条例将!网络
恶搞"纳入调整范围)规定在网上发布侮辱他人
的信息,散布不利于他人的言论,进行人身攻击,

诋毁他人形象等行为)对个人处以$### 元以上
到3###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0###元以上
$43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处以3 日以下拘留'情
节较重的)处以3 日以上)$# 日以下拘留+ 另
外)"#$-年3 月$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
士保护法0正式施行)其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在公共场合,互联网或者利用广播电
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
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然而)

尽管各地立法机关对于规制!恶搞行为"制定了
一些惩罚措施)但是往往只是事后惩罚)并没有
起到真正防范或者杜绝的作用+ 例如*在"#$-

年/英雄烈士保护法0实施之后不久)自媒体!暴
走漫画"就曾公然利用网络平台)发布过一段丑
化,!恶搞"叶挺烈士作品/囚歌0和董存瑞烈士

的视频+ 尽管事后在法院的审理下)该自媒体受
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已产
生)对于英雄人物光辉形象的消解也一时无法
挽回+

-'.

为此)相关部门和机构)首先应当进一步落
实网络平台实名登记制度)严格管控网民在网络
平台上发布的各种信息'其次)进一步优化互联
网监控体系)提高网络不良信息的筛选,追踪能
力)及时将网络上有碍观瞻,有损形象的!恶搞"

信息屏蔽在平台之外'再者)要充分完善相关网
络立法)加大网络侵权案件的惩处力度)针对实
施过多次侵权行为的网络账号实施屏蔽,禁言
处理+

其二)加强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 "#$' 年
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
查报告0显示)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已达到"435

亿)占整体网民的1$43!)占青少年总体的
&$b-!+

-$#.从历年的数据来看)青少年互联网普
及率持续攀升)并向渗透低龄群体的方向发展+

而青少年由于意志薄弱,辨别能力较低)对于网
络上的各种信息缺乏一定的甄别能力)往往容易
受其蛊惑和影响+ 况且)!网络恶搞"自身的特
点也恰恰符合青少年群体的喜好)由此大大提高
了青少年群体沉迷其中的可能性+ 李绪文,刘静
在/青少年网络恶搞研究0一文中就提到)!网络
恶搞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表达方式)给了青少年一
个释放自身压力,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途径)大
大迎合了青少年自我表现欲的心理需要"

-$$.

+

为此)要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

提高青少年群体的网络甄别能力)防止网络平台
上的不良信息诱导青少年群体+ 一方面)要从校
园教育着手)尽早开展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将
网络安全和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中)着
力提升青少年对网络文化的辨别判断能力'另一
方面)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老师和家长要及
时排解青少年的不良情绪)防止其沉迷网络并

#"



使其养成良好的用网习惯'再一方面)主流媒体
可以根据青少年群体的日常喜好)制作一部分
具有正面教育意义的影视作品)以此来吸引青
少年群体的追捧与喜爱)促使其形成较高的文
化品位+

其三)引导网络平台向正规化,有序化运营
转变+ 前文已有论述)!网络恶搞"具有正反两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当代都市人的
生活压力)为人们枯燥乏味的都市生活提供精神
调味'另一方面)也会干扰人们对现代主流价值
观的认同和坚守)会对优秀文化传统造成颠覆与
曲解)消解主流文化价值的影响力+ 因此)在治
理网络平台的过程中)不能一概而论)搞一刀切
式的全盘否定)而应加以甄别区分)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对于那些纯粹娱乐,调侃)无损于公共
利益的!网络恶搞"应当保留'对于损害公共利
益)严重侵犯他人权益的!恶搞"行为)则应当及
时剔除'而那些并没有造成严重影响的)能够通
过劝导予以纠正的)应当允许其完成自身的良性
转变+ 曾一果在/符号的戏讥*网络恶搞的社会
表达和文化治理0一文中)针对恶搞文化的治理
提出了三种模式)即管控模式,收编模式与借鉴
模式)!管控模式就是通过强制手段予以取缔)收
编模式就是通过利益驱动使其转变)借鉴模式就
是主流文化借鉴亚文化群体的恶搞实践"

-$".

+

本文的观点是)在引导网络平台向正规化,有序
化运营转变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收编模式"对
其进行改造)对原有!恶搞"作品中的颠覆与扭
曲元素进行剔除)保留其戏谑,搞笑的表现形式)

并在其中添加一定的主流意识形态+ 由此既可
以使网络平台不失其娱乐,趣味的形式)同时又

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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