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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陈沁				庄庸

从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和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的变化中，我们能观

察到如下内容：

一 ｜ 青年阅读的偏好变化

从阅读需求的角度，2020 年 1 月，需求指数排名前三的阅读域是哲学

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34.16）、历史阅读域（需求指数 22.17）和文

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15.70）。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33.00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34.16，环比上升 1.16。历史阅读域需求指

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24.21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22.17，环比下降 2.04，是

2020 年 1 月需求指数下降最多的阅读域。2020 年 1 月需求指数下降的阅读

域还有工学阅读域（环比下降1.03）、经济金融管理阅读域（环比下降0.63）、

法学阅读域（环比下降 0.37）、医学阅读域（环比下降 0.21）和自然科学阅

读域（环比下降 0.20）。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12.77 上升

至 2020 年 1 月的 15.70，环比上升 2.93，是 2020 年 1 月需求指数上升幅度

最大的阅读域。此外，2020年 1月需求指数上升的阅读域还有教育阅读域（环

比上升 0.41）和语言学阅读域（环比上升 0.24）。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详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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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

接下来针对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和文学阅读域这两个主要的阅读域展

开详细分析。

将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细分为 7 个二级阅读域，通过观察近半年来这

些细分领域的指数走势发现，心理阅读域和国学阅读域需求最大。对比分析

近两个月的数据，心理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40.89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41.93，环比上升 1.04。国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6.68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13.27，环比上升 6.59，是 2020 年 1 月需求指数上升幅

度最大的阅读域。此外，需求指数上升的阅读域还有哲学阅读域（环比上升

0.38）、文化阅读域（环比上升 0.10）和宗教阅读域（环比上升 0.07）。政

治阅读域是 2020 年 1 月需求指数下降最多的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15.52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7.75，环比下降 7.77。此外，社会学阅读域

需求指数由2019年 12月的13.05下降至2020年 1月的12.64，环比下降0.41。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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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将文学阅读域细分为 8 个二级阅读域，通过近两月数据分析，散文随笔

阅读域需求量首次超过小说阅读域的需求，成为 2020 年 1月需求指数最大的

阅读域，其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32.14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32.60，

环比上升 0.46。小说阅读域是 2020 年 1 月需求指数下降最多的是阅读域，

需求指数由2019年 12月的32.18下降至2020年 1月的30.40，环比下降1.78。

2020 年 1 月需求指数下降的阅读域还有经典阅读域（环比下降 1.15）、文学

理论阅读域（环比下降 0.38）、诗歌阅读域（环比下降 0.19）和戏剧电影阅

读域（环比下降 0.11）。2020 年 1月需求指数上升最多的是漫画绘本阅读域，

需求指数由2019年 12月的21.76上升至2020年 1月的24.68，环比上升2.92。

此外，纪实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5.46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

的 5.70，环比上升 0.24。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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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二 ｜ 文化机构供给的阅读内容变化

从供给的角度，文学阅读域的供给量仍是最多的，远远超过了其他阅读

域的供给量。通过观察阅读域供给指数走势发现，各阅读域供给指数相对需

求指数更稳定，波动较小。通过对比分析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近两月的数

据发现，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2019 年 12 月的 54.65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54.83，环比上升 0.18。此外，2020 年 1 月供给指数上升的还有历史阅读域

（环比上升 0.25）和经济金融管理阅读域（环比上升 0.08）。哲学及社会科

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2019 年 12 月的 22.73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22.65，环

比下降 0.08。2020 年 1 月供给指数下降最多的是自然科学阅读域，供给指数

由 2019 年 12 月的 3.80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3.64，环比下降 0.16。此外，

2020年1月供给指数下降的还有艺术阅读域（环比下降0.11）和教育阅读域（环

比下降0.10）。生活相关阅读域、工学阅读域和法学阅读域供给指数变化不大。

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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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

接下来对供给量最大的文学和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进行供给侧详细

分析。

通过对文学阅读域供给分析，小说和散文随笔是文学阅读域中供给量

较大的阅读域。小说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2019 年 12 月的 75.93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73.32，环比下降 2.61，是 2020 年 1 月供给指数下降最多的阅读

域。散文随笔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2019 年 12 月的 17.00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19.97，环比上升 2.97，是 2020 年 1 月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上升幅度最大的

阅读域。此外，经典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2.14 上升至 2020 年

1月的 2.27，环比上升 0.13。纪实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2月的 2.99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2.49，环比下降 0.50。漫画绘本阅读域和文学理论阅

读域供给较为稳定，指数变化不大。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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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

通过对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供给分析，心理和哲学是哲学及社会科学

阅读域中供给量较大的阅读域。对比最近两月数据，心理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31.54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34.71，环比上升 3.17，是 2020

年 1 月供给指数上升最多的阅读域。哲学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29.80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30.06，环比上升 0.26。此外，供给指数上升的

阅读域还有国学阅读域（环比上升 0.57）和文化阅读域（环比上升 0.10）。

政治阅读域是 2020 年 1 月供给指数下降最多的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15.29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12.42，环比下降 2.87。此外，宗教阅读

域供给指数由2019年 12月的8.51下降至2020年 1月的7.41，环比下降1.10。

社会学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9.59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9.47，

环比下降 0.12。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供给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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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供给指数

三 ｜ 需求变化与供给变化的关系

通过比较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和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最近两月的数

据，可以将阅读域的供需变化态势划分到四类区间。第一类区间为需求量和

供给量同向增加，属于该区间的阅读域有利于市场热度升温，主要包括文学

阅读域。第二类区间为需求量和供给量同向减少，属于该区间的阅读域意味

市场热度可能在下降，主要有自然科学阅读域、工学阅读域、艺术阅读域、

法学阅读域和生活相关阅读域。第三类区间为需求量在减少而供给量却在增

加的阅读域，主要包括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和教育阅读域。第四类区间为

需求量在增加而供给量却在减少的阅读域，主要包括历史阅读域、经济金融

管理阅读域和医学阅读域。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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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与供给指数对比

四 ｜ 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通过对中国青年阅读域销售状况分析发现，文学阅读域是最畅销的，市

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67.69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67.77，环比上升

0.08。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是2020年 1月市场映射指数上升最多的阅读域，

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12.80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14.89，环比上

升 2.09。2020 年 1 月市场映射指数下降最多的是历史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由 2019 年 12 月的 4.63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3.51，环比下降 1.12。此外，

市场映射指数下降的还有经济金融管理阅读域（环比下降 0.65）、自然科学

阅读域（环比下降 0.10）和教育阅读域（环比下降 0.02）。中国青年阅读域

市场映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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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中国青年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从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情况来看，小说是最畅销的。2020 年 1 月小说阅

读域和经典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有所上升，其余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均在下

降。小说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68.23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69.67，环比上升 1.44。经典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环比上升 0.01。2020 年 1

月市场映射指数下降最多的阅读域是散文随笔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17.12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16.35，环比下降 0.77。此外，漫画绘

本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4.56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4.07，

环比下降 0.49。纪实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10.09 下降

至 2020 年 1 月的 9.91，环比下降 0.18。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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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从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情况来看，心理阅读域和哲学阅读域

最为畅销。心理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50.56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44.84，环比下降 5.72。社会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10.42 下降至 2020 年 1 月的 3.59，环比下降 6.83，是 2020 年 1 月市场映射指

数下降最多的阅读域。2020年 1月，文化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上升幅度最大，

其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2 月的 4.82 上升至 2020 年 1 月的 11.80，环比上

升 6.98。此外，2020 年 1 月市场映射指数上升的还有政治阅读域（环比上升

5.03）和哲学阅读域（环比上升 0.54）。国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变化不大。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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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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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结构、经济发展趋于稳定，文化因素的影响力已经渐渐渗透到

各个领域，成为继政治、经济因素后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因子。文化资本的

介入，也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注入了新的活力。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作为

多元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其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对文化结构的影响力逐

渐凸显。

中国青年阅读指数作为青年阅读的风向标，对青年阅读大数据进行海量

抓取和精准分析。它一方面为我们研究青年文化思潮提供了重要参照，另一

方面，也为我们打开了多元社会文化研究的视野。通过对中国青年阅读大数

据的深入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青年对时代思潮的哲学思辨，对社会

文化的多元求解，还可以发现社会文化生活中青年群体的积极身影及难以忽

视的影响力。

一 ｜ 新时代青年文化主体意识觉醒

文化资本：新时代青年的文化变革路径

*

文—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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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1 月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上图）中，可以

直观地看出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文学阅读域、历史阅读域一直稳居阅读

需求前列。这种稳定的阅读偏好指数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时代青年对

社会文化思潮的持续关注。青年的这种持续关注，在如今注意力经济盛行的

数字媒体时代，势必会对文化资本的结构性重塑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新兴媒体的发展和壮大，大量新兴媒体的崛起带来

信息爆炸式增长。流媒体技术的发展又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使用图片、文

字、视频等多种方式传播信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他们通过

流量变现和平台分成获得收入，从而催生了文化资本的概念。文化资本是一

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它的提出者法国著名社会

学家皮埃尔 . 布迪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进行延伸后，提出了

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并列的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当今社会，文化

已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跃居社会生活的首位。现代政治已无法仅凭

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现代经济也无法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假如没有

文化的大规模介入，那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缺乏活力的。

我们通过中国青年阅读指数发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

高，新时代青年的文化资本主体意识已经觉醒。他们不仅对自身文化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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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有着空前的热望，还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变革有着深度认知并热切参与，

从而成为社会文化结构重塑的重要力量。

二 ｜ 新时代青年文化资本积累和转化

文化资本可以通过注意力的转换、知识变现等方式，直接转化为经济资

本。数字媒体时代，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有了更为多元的方式，甚至

得到主流社会认可，从而转换为社会资本。

精英青年群体通过在行、得到、千聊、知乎、喜马拉雅、小鹅等，以内

容付费、知识付费、信息付费等形式完成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这种

知识精准分类进行全媒体传播的方式，使更为广泛的青年在家庭和学校之外，

获得新的文化资本积累途径。在这种文化资本转化及传递过程中，青年群体

形成的文化激荡突围而出，对主流社会思潮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知乎、

豆瓣、喜马拉雅、新世相等，已经发现了知识付费背后的影响力，在发挥自

身细分知识领域优势的同时，开始注重严肃内容的打造和传播。

这些自媒体主导的文化资本演进，使得绝对话语权的竞争转化为意见领

袖（KOL）的竞争。这种局面不仅带来文化资本内部秩序的调整和建构，还

主导了经济资本的革命性迭代。如今，粉丝经济、注意力经济已经成为新的

资本组织方式。青年意见领袖的带货能力让人叹为观止，KOL 李佳琦曾经和

马云一起开直播带货，最后的结果，马云居然输给了李佳琦。虽然宣传的噱

头可能更多，但足以看出青年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新时代青年文化资本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重塑，使得经济资本开始重视和

鼓励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去进行更多的资本积累，从而为商业化运作打开通路。

但在资本运作转化过程中，两种资本的结合，也会带来互相挟持和不断异化

的风险，相关机构需要有效进行监督和正确引导。

三 ｜ 新时代青年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建构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青年文化资本尚处于亚文化向主流文化转变过程之

中。在传统亚文化学派理论中，“对抗权威”是亚文化的最大特征，可以说

青年亚文化与生俱来就有反叛性、个性化的特征。而在数字媒体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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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逐渐缓和，达成和解，成为新时代青年保留“叛逆

个性”的同时走进大众视野的一种表达方式。亚文化在面临着商业和主流文

化收编的同时，也借助自身的亚文化资本，向主流社会扩张，开创了亚文化

从商业角度与主流文化进行互动交流的新局面。

如青年表达个性以及态度以寻求身份认同所建构的一套“叛逆”的青年

亚文化话语体系：吐槽、怼。为了迎合青年群体的这种心理诉求，以当面调

侃、针锋相对式互怼的宣泄，将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吐

槽大会》应运而生。2019 年 11 月 30 日，《吐槽大会》迎来第四季。吐槽大

会的 slogan，从前两季的“吐槽是门手艺，笑对需要勇气”，到第三季的“吐

槽是一种年轻的沟通方式”，再到第四季的“吐槽，我们尽量来真的”，均

体现出大众文化对“吐槽”亚文化原有抵抗意义的消解与收编。

又如《这！就是铁甲》聚焦潜心钻研机器人的极客，《这！就是街舞》

瞄准热爱街舞的嘻哈少年，《这！就是灌篮》《这！就是歌唱》……“这就是”

系列节目，将青年亚文化的内容，通过展现年轻人的“奋斗”群像，以一种

符合主流文化价值期待的方式呈现，完成了亚文化资本向主流文化资本及经

济和社会资本的转化。

再如中国年轻人最集中的 B 站，也开始从亚文化走向公众视野。B 站创

办之初，只是一个动画创作爱好者的社区和二次元领域的小圈子，而如今，

B 站继万能的淘宝之后也步入“万能”的行列。从二次元到多元文化社区，

从“宅男”到“造星”，对于 B 站而言，一场亚文化向主流文化转变的探索

之路才刚刚开始。

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和时代的嬗变，青年亚文化资本自身内部结构及与

主流文化资本、商业运作的关系愈加复杂。一方面，主流文化资本通过政治、

经济、商业手段完成对亚文化资本的收编，同时，也让亚文化资本有机会突

破圈层壁垒，进入主流传播领域。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资本流入主流文化

圈层，为主流文化增加新的活力。

新时代青年对自身文化主体地位有了清醒的认知后，在寻求话语权和

注意力的过程中，推动文化资本积累和转化，水到渠成地引导社会文化结

构性变革。

新时代硬核青年用他们最擅长的文化资本，找到了一条不断解构和重构

当今时代多元文化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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