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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eminine aesthetics of the male image has triggered heated discussions and image anxiety among 

the public.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male image aesthetics of "Generation Z" fans, who are mainly teenagers, 

and to explore the roots of the feminine and refined aesthetics from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social psychology and 

media culture, in order to analys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n "spiritual effeminacy" and national It also 

analys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n "spiritual femininity" and national image anxiety,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guiding fans'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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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男性形象的阴柔审美引发了大众的激烈讨论和形象焦虑。本文旨在通过探索以青少年为主体的“Z世

代”粉丝的男性形象审美，从传统继承、社会心理、媒介文化多个维度挖掘阴柔精致审美的根源，来分析当前

对于“精神娘气”的讨论和民族形象焦虑的合理性，进而对粉丝审美的引导策略提出建议。 

 

关键词:Z世代，男性形象，阴柔审美，粉丝引导 
 

1.前言 

“Z 世代”一词和“X世代”、“Y世代”一样，最

早出现在亨特·汤普森的《比性更好：一个政治迷的

自白》中，是一个群体概念，泛指在 1995 年到二十

一世纪的最初十年内出生的世代。“Z 世代”因其自

出生起就与网络时代无缝对接的特点，又被称为“网

生代”、“互联网世代”。“Z世代”习惯于在一个时刻

相连的世界中互动交流，具有独特的多样性
[6]
。“Z世

代”多为青少年，他们品味独特，风格多变，在个体

的精神追求方面有了更高的期待，对男性形象的审美

较传统审美也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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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 日，中央一台播出的大型公益教

育节目《开学第一课》邀请了“新 F4”成员即官鸿、

吴希泽、梁靖康、王鹤棣开场表演，由此引起了部分

家长和网友的不满。他们认为“新F4”四人气质阴柔，

缺乏“阳刚之气”，会误导青少年，影响青少年的性

别判断，甚至对这四位年轻艺人进行“娘炮羞辱”，

引发了“少年娘，则国娘”的论断
[4]
。舆情哗然，其

本质上是在传统男性气质受到挑战的情境下的社会

性焦虑——即对青少年“阴柔”、“娘气”等审美倾向

的焦虑。但何为“阴柔”？何为“阳刚”？当传统男

性形象审美被挑战，这种集体焦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本文希望通过辨析以青少年为主体的“Z世代”粉丝

的男性形象审美，来考察这种集体焦虑的合理性。 

2.“Z世代”粉丝的男性偶像审美倾向 

2.1“Z 世代”粉丝的高热度男性偶像榜单 

“Z世代”既是“网生代”，也是“追星”的一代。

新浪微博明星超话与腾讯兴趣部落是“Z世代”粉丝

追星两大聚集地，新浪微博和腾讯两家的年度娱乐白

皮书中的明星排行榜涉及热搜、人气、商业价值等多

个维度的量化分析，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根据

2018-2020年新浪微博娱乐白皮书和腾讯娱乐白皮书

（新浪微博娱乐白皮书和腾讯娱乐白皮书属于中央

网信办 8 月份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

治理的通知》中提出的需要取消的明星艺人榜单，但

该排行榜具有数据参考价值，可以用于分析粉丝构成

和明星热度）对上榜男明星进行叠加筛选，所得重合

名单中的男明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三年的热度高、

流量大、人气高的男明星群体。 

根据 2018 年度新浪微博粉丝白皮书、2019 年新

浪微博明星白皮书、2020 新浪微博娱乐白皮书明星

篇以及 2018-2020 年腾讯娱乐白皮书明星篇，重叠筛

选后的男明星统计如下： 

表格 1 重叠筛选后的男明星名单 

重叠筛选后的男明星 

蔡徐坤 肖战 

邓伦 周震南 

鹿晗 陈坤 

王俊凯 范丞丞 

王一博 何炅 

王源 黄子韬 

吴亦凡 李易峰 

易烊千玺 罗云熙 

张艺兴 秦昊 

朱一龙 朱正廷 

陈立农 刘昊然 

华晨宇 冯绍峰 

黄明昊 管栎 

黄晓明 张云雷 

李现 王琳凯 

罗志祥 陈伟霆 

周杰伦  

2.2上榜男性偶像的形貌类型化分析 

“形象”一词，除了表示人的形貌，还含有人的

性格特征的意思，是包含二者在内的概念。而众人讨

论男性的“阴柔”与“阳刚”时，往往直接将其等同

于男性形象的讨论，而他们攻击的艺人只是外表“女

性化”，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们行为“娘气”，

性格“女性化”，众人的“娘炮羞辱”其实有片面评

价的嫌疑。探究“Z世代”粉丝对上榜男性的形貌的

讨论热度，可以用以分析“Z世代”粉丝对男性偶像

的关注原因，还可以对形貌关注度高的明星进行形貌

类型化分析，总结“Z世代”粉丝的男性形貌审美特

点
[2]
。 

哔哩哔哩网站（简称B站）是国内领先的年轻人

文化娱乐社区，根据艾瑞数据 2020 年发布的B站分析

报告中的用户性别分析可知，B站的男性用户占比

52.92%，女性用户占比 47.08%，同时满足男性和女

性的需求。根据其用户人群分析可知，2019 年B站 30

岁以下的人群占比 73.68%，多为“Z世代”。B站有大

量明星粉丝对明星作品的再生产投稿，将“明星名字

+颜值”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所得数据能反映

明星颜值的讨论热度的高低。 

在B站搜索“明星名字+颜值”词条，对每个明星

的相关投稿数据按大小进行排序，得到排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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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明星的颜值相关投稿数据排序 

由此去除数据低于 500 的明星，得到颜值热度高

的明星有：陈坤、黄晓明、黄子韬、陈立农、李现、

陈伟霆、华晨宇、王源、邓伦、刘昊然、李易峰、王

琳凯、罗云熙、范丞丞、周震南、肖战、周杰伦、黄

明昊、朱一龙、张艺兴、易烊千玺、王一博、王俊凯、

鹿晗、蔡徐坤。（注：B站搜索结果数量最高显示为

1000+） 

根据这一名单，结合粉丝评论对他们做形貌类型

化分析，结果如下: 

表格 2 上榜男性偶像的形貌类型化分析 

形貌类型 特征描述 偶像名单 

A.俊美精致的贵公

子 

小头宽肩 

五官立体精

致 

打扮时尚 

模特身材 

皮肤白皙 

蔡徐坤 

鹿晗 

范丞丞 

黄明昊 

王琳凯 

黄子韬 

陈立农 

 

 

B.青春阳光的少年 

皮肤白皙 

五官清秀 

面容幼态 

青涩干净 

阳光活泼 

少年感 

王俊凯 

易烊千玺 

刘昊然 

王源 

周震南 

李易峰 

C.温润如玉的谦谦

君子 

高眉骨 

深眼窝 

浓睫毛 

沉静斯文 

忧郁克制 

朱一龙 

罗云熙 

肖战 

王一博 

邓伦 

D.拥有“性张力”的

雅痞型男 

麦色皮肤 

大叔 

腹肌 

年龄感 

性张力 

强荷尔蒙 

陈坤 

陈伟霆 

黄晓明 

张艺兴 

周杰伦 

李现 

根据上榜男星的颜值讨论热度排序和形貌类型

化分析可知，“Z世代”的男性形象审美具有多元化、

个性化的特点。“Z世代”并非都是“颜值至上”，在

上榜的明星中也不乏像何炅、秦昊、周杰伦这样广受

业界好评、拥有硬实力的明星。而就“形貌审美”来

说，“Z世代”粉丝们并不是局限于对纯粹阴柔美的追

求，也有部分群体喜欢有性张力的男明星。 

尽管“Z世代”粉丝存在多元化、个性化的审美

特点，但聚焦于他们的“形貌审美”还是能够看到“阴

柔精致”的审美倾向。尤其是上榜明星中以选秀这种

更偏向于参考形貌的方式出道的男性idol，如陈立农、

蔡徐坤、黄明昊等，具有明显的阴柔外形特征。 

从颜值热度高的男性的形貌类型及其特点来看，

无论是皮肤白皙、五官立体的俊美贵公子型和温润君

子型，还是拥有幼态的面容，气质干净的青春阳光少

年都有着“阴柔”的外形特征，而并非成熟的粗放气

息。至于最后一种类型，即便是那些雅痞型的偶像，

也是经过精致修饰过的性感与男性气质，而非那种粗

犷阳刚之气。从上榜男星的年龄来看，也是“小鲜肉”

居多，而并非“大叔”占榜。 

3.阴柔与精致审美倾向的成因溯源 

3.1文化审美基因：阴阳流变、农耕经济与士
人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存在着对男性阴柔之美的形

貌审美传统。从先秦至汉“大而健壮”的“阳刚之美”

到魏晋南北朝的“肤脆骨柔”，再到隋唐时形貌阳刚、

0 500 1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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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魄强健的审美风尚。从宋代细腻温和，再到元明之

际的雄壮刚健，又到清朝的白净阴柔，中国传统男性

形貌审美虽然有阳刚与阴柔的交替变迁，但总体受到

了农耕文化和士人传统的影响。农耕经济聚焦于土地

耕种，孕育出温顺柔情、对大地之母有着深厚感情的

农耕民族
[1]
。而儒道互补、“天人合一”的士人传统

也一直占据上风，形成了对温润如玉的男性气质的推

崇
[8]
。 

3.2 社会心理根源：后工业应然、自我画像与
心理代偿 

阴柔与精致的审美倾向有其社会心理根源。首先，

后工业社会的和平发展与经济腾飞使得男性的力量

特质不再像在工业社会那样作为“刚需”而受到欢迎
[5]
。相反，信息社会下科技的发展使得偏中性的男性

气质更适应现代社会中的职业需求，感性、细心等女

性气质更受推崇。此外，现代社会中女性思潮的兴起，

女性的独立意识觉醒，也使得温和体贴的男性更加受

到女性的欢迎。 

再者，对阴柔气质的推崇其实是现代人追求美的

过程中对自我进行画像的结果。对“统治”了多年的

中国传统男性审美的解构，是他们现代性精神的体现。

与此同时，人们在追求美的同时也在美中寻找自身的

特质，以求自我认同的实现。“Z世代”粉丝对阴柔形

貌的追求，其实是传统男性气质与传统女性气质的协

调融合的趋势，既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又体现了

男性在审美中寻找对阴柔特性的自我认同心理。 

现代社会的高度利益化与竞争激烈化也催生了

对温柔气质的找寻。高压文化下，安全感的缺失致使

人们精神紧张，疲于奔命，而温柔中和的气质蕴含了

极大的情绪价值，这也促进了人们对阴性之美的推崇
[7]
。 

3.3 媒介文化影响：形象的可消费 

这种审美倾向还受到了媒介文化的影响。消费文

化把人的身体变成消费品，媒介文化与视觉文化又把

偶像形象变成最完美的身体形象，身体文化与身体美

学也强调身体的塑造与修饰。而偶像的外表形象就是

这样一种经过最精心的修饰和包装的消费品，自然会

形成一种商品的精致之美。同时，当前的娱乐工业也

受到了日、韩造星模式和审美风格的影响，使得国内

的养成系偶像也具有日韩系的柔美特征。 

4.偶像重塑：一个粉丝审美的引导策略 

男性形貌阴柔与精致的审美趋势使得当前社会

持有传统男性形貌阳刚审美的主流产生了极大的焦

虑，甚至上升到了对民族衰弱、精神危机的讨论，而

这其实是对阴柔形貌的过分解读。可以看到，“Z世代”

粉丝对男性“阴柔”的推崇仅仅是粉丝对男性偶像的

一种形貌审美，这背后是一种合乎文化传统、社会潮

流的审美心理。 

此外，“Z世代 ”粉丝并不都是“颜值至上”。在

2018 微博粉丝白皮书中可以看到，专一理智型粉丝

占据 57.7%，单一属性的粉丝不复存在。明星的公益

正能量也和粉丝热度正相关，正能量助力明星提升了

公众好感度。粉丝关注明星的原因并不是只有其外表，

更有努力、认真、情商高、性格好等实力因素和性格

特质。即使是形貌风格本身，也不仅仅只有“阴柔精

致”这一种。 

所以，对于粉丝的审美应持有“重引导而非批判”

的立场，而不是一味地对Z世代的审美倾向进行文化

批判和趣味否定。应当耐心发现其中的合理的成分、

具有文化价值的因子，同时警惕其中可能会存在的危

害倾向，并加以精神气与价值观的引导，从而形成健

康的审美文化
[3]
。 

同时，这种引导应该以偶像形象打造为中心。因

为偶像是娱乐工业、传媒文化、粉丝之间的接榫点，

青少年粉丝的情感寄托、价值观形成、审美形构等，

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偶像文化的影响。 

综上，本文就如何打造优质偶像形象的问题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4.1从阴柔之美到中和之美：打造具有中国气
质的偶像 

沿袭中国传统人物品藻的审美标准，实现对“天

人合一”、“刚柔并济”审美的现代化突破。对阴柔精

致的推崇应合乎“中庸之道”，过而太“妖”，抑而过

“刚”。在保留形貌阴柔特质的同时，将偶像气质深

化成一种具有“外柔内刚”、“刚柔并济”这样具有东

方审美精髓的形象气质风格，真正传承文化精髓，打

造具有东方气质的男性偶像。 

4.2从形貌审美到人格审美：打造代表中国精
神的偶像 

警惕“颜值即正义”的倾向，主张从颜值到人格

的审美风向。粉丝文化的凝聚力极强，正确引导粉丝

的审美风向要实现从形貌到人格的转变。要引导粉丝

推崇偶像明星的精神内涵、道德品质、价值观主张等，

就要打造具有中国精神、正能量、行为端正的偶像。

针对粉丝为偶像打投倒牛奶事件，《人民日报》这样

评论：“一个富有内涵的“星”和一群正向追求的“粉”，

共同构成文明健康的精神家园，对现代社会的娱乐生

态、文化样态才是真正的丰富。” 

4.3从艺人形象到艺术形象：打造拥有优秀作
品的偶像 

警惕偶像形象空心化，引导粉丝从艺人人设聚焦

转向艺人作品聚焦。在偶像形象打造时，注重推崇真

正的敬业精神，淡化艺人人设加成，主张用作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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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人评判标准。让文艺圈少一点流量明星，多一些

实力演员，少一些娱乐圈的凹人设表演，多一些打动

人心、激励青少年的艺术形象。 

4.4 从阴柔之风到多元风尚：打造多元审美的
偶像矩阵 

尊重多元审美，警惕审美单一。打造拥有多种风

格的偶像群体，警惕造星工厂流水作业，致使偶像形

象单一化。防止刻板单一的审美标准对青少年的误导，

提倡尊重个性与特色，打造本色化、特色化、自然化

的偶像，引导多元健康的审美风尚。 

5.结论 

“Z世代”粉丝审美的阴柔与精致倾向有其传统

基因、社会心理和媒体文化根源，具有合理性。对于

“Z世代”粉丝男性审美的阴柔倾向问题，主流不必

过分恐慌，更不能对形貌审美上的“阴柔”进行误读，

甚至污名化。应采取引导的策略，从偶像的形象打造

入手，培养一批多元的、有中国特色的、代表中国精

神的正能量偶像，以此来正“娱乐圈”风气，促进青

少年形成多元健康的审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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