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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系”一词在网络上迅速走红,许多高校大学生还以“佛系青年”自居。“佛系青年”看似无欲无求,但这只是表

象,是他们对残酷现实的逃避和对社会压力的消极抵抗。“佛系青年”是由社会转型和变革、宽松优渥的成长环境、后现代主

义思潮的影响和理想信念缺失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高校应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挫折教育对

大学生进行积极引导,助其成功成才。 

[关键词] “佛系青年”；大学生；成因；引导策略 

 

2017年底,“佛系”一词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并被大学生

群体广泛传播,许多高校大学生开始以“佛系青年”自居。

“佛系”一词看似与佛教密切相关,但是佛系非佛。何为“佛

系”？作为网络流行语,网络上将“佛系”一词解释为一种

“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生活方式,它刚好契

合了那些“胸无大志”或“郁郁不得志”青年的心理需求,

故受到青年群体的认同和狂热追捧。但是,“佛系”心理实

则是一种消极避世心理,如果任由青年群体追求“佛系人生”,

显然有碍于青年更好的发展。 

1 “佛系青年”的特点和表现 

自“佛系”一词成为新的网络热词以来,逐渐衍生出“佛

系青年”、“佛系考研”、“佛系恋爱”、“佛系健身”等一系列

流行语。许多高校大学生以“佛系青年”自居,他们对校园

文化活动参与和融入程度低,对班团活动不积极,对学习成

绩和评奖推优淡然无所谓……总结“佛系大学生”的诸多表

现,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在人生态度上,他们凡事都不走

心、看淡一切；在处世哲学上,他们不争不抢、不求得失,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不在乎他人眼光；在人生追求上,

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先,随遇而安。“佛系青年”在生活和学

习的方方面面都摆出一种无所谓的样子,但当我们透过这些

表层现象深入这些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内心世界,就不难发现,

他们其实并非真的无欲无求,这只是他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

下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各种社

会压力、未来焦虑的一种逃避和自我精神慰藉,与世无争仅

是一种表象。 

2 “佛系青年”的成因 

第一,社会转型和变革是“佛系青年”出现的社会原因。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

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佛系青年”的

产生,离不开它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以来,经过40年的不断探索和努力奋斗,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社会物质财富得到快速增长和累

积。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转型进一步加快,

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社会阶层固化和贫

富差距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高校的“象

牙塔”光环已不复从前,大学生也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

自入学起就面临着学习和就业的压力。此外,在一些媒体传

递的“阶层固化”、“读书无用论”等信息的冲击之下,他们

日渐觉得靠勤奋、努力就能成功和实现自我理想的可能性很

小,他们变得迷茫与恐惧,感觉自己“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不争不抢、无欲无求”的“佛系青年”的出现,是这个群

体对残酷现实的逃避和对社会压力的消极抵抗。 

第二,宽松优渥的成长环境是“佛系青年”出现的物质

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佛系”心理作为一种社会

意识,是由社会物质决定的,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

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富足为“佛系

青年”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的青年大学生,

绝大多数从出生就享受着优渥的生活,即使他们不努力奋斗,

仍然可以衣食无忧。而社会转型带来的压力,是他们不愿承

受甚至是难以承受的,他们觉得既然通过努力和奋斗不一定

能改变现状、取得成功,那么不如过着“享受当下、安于现

状、无欲无求”的“佛系”生活。 

第三,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佛系青年”的出现提供了文

化土壤。后现代主义思潮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

潮主张解构一切,推崇“反主体性、反理性、反权威、去中

心化”的多元化价值规范,即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没有绝对的

权威、没有绝对的真理。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少数

青年大学生群体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和道德原则,他们的价

值取向以自我利益、个人爱好为基础,追求快乐至上、及时

行乐的生活理念,他们觉得既然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且没有绝

对的真理,那么追求成败得失、考量是非对错都是多余的,

只需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这样的人生才是自由的和有价

值的人生,即“怎么都行、看淡一切”的“佛系”人生。 

第四,理想信念缺失是“佛系青年”出现的个体精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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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不

可缺少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社会转型和

变革带来的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生存压力、宽松优渥的成长环

境使青年无需奋斗就能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后现代主义思

潮影响下价值观容易混乱迷失都是“佛系青年”出现的外因,

“佛系青年”出现的内因在于这一群体理想信念缺失。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树立正确远大

的理想信念能够引导大学生做什么人,指引大学生走什么

路、为什么学,有了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有克服

困难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对于“佛系青年”这一群体来说,

正是因为理想信念缺失,才容易被社会转型和变革带来的压

力和困难打垮,才容易在父母创造的宽松优渥的成长环境中

滋生享乐主义,才容易受到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和价值虚无

主义的影响迷失了价值取向和人生方向,才会让他们还没有

真正去努力、去拼搏、去奋斗就选择了“缴械投降”。 

3 高校对“佛系青年”的教育引导策略 

第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核心价值观指

引大学生的前进方向。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

大学时期是大学生由青年向成年的过渡阶段,是价值观形成

和确立的时期。在大学时期,大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

象已经能够进行自我辨识和判断,并且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

强,但由于社会阅历不足,又易受到腐朽社会思潮的侵蚀和

不良价值观念的诱导。“佛系青年”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

由于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造成了青年群体价值观念混乱,

于是产生了对残酷现实的逃避和对社会压力的消极抵抗。因

此,高校应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凝聚大学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使其内化为学生的坚定信念,

外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 

第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用理想信念照亮大学生的人

生道路。苏格拉底曾说：世界上 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

而奋斗。对于高校来说,要引导大学生改变“佛系”的生活

态度、积极去面对各种压力与挑战,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一是个人理想,要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自己的远大理想,将

理想信念的阶段性与长远性有机结合,既要明确当下应当做

什么,也要有远大的理想,应当相信“真正的理想不管它多么

遥远,都有其现实性,都有实现的可能。理想就好比种子,只

要把它播种在心中,时时去浇灌它,它日一定会长成一棵参

天大树。”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学生应当积极

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学习、奋斗。通过教育,使大学生树立远大理

想,坚定崇高信念,才有努力和奋斗拼搏的动力,才有坚持下

去的信心,才能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 

第三,加强挫折教育,通过挫折训练培养大学生的责任

意识。这一代大学生群体,绝大部分从出生就享受着不愁吃

穿的优渥生活,是在父母创造的“温室”中成长起来的,他们

从未真正遭遇挫折,一次考试的失利、老师的几句责骂可能

都会让他们感觉备受打击,他们的抗压能力、心理承受能力

都较弱。正是由于父母的努力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成长环境,

让他们“从物质世界中解放出来”,他们不知道自己存在的

价值、使命和责任是什么,使得本该正处于奋斗阶段的青年

变成了“无欲无求”的“佛系青年”。因而,加强挫折教育、

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迫在眉睫。责任担当是检验青年大学

生家国情怀的“试金石”。正值青年的大学生群体,应当不畏

艰难、不怕受挫,认清自己在社会中应扮演的角色,主动承担

起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历史使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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