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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故障艺术美学风格的表征和意义。方法 采用英国伯明

翰学派的研究立场与研究路径，将具有反叛精神的故障艺术风格放置到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分析与阐释。

分别对故障艺术风格的反叛意识、表意实践、文化身份认同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与讨论。结论 故障艺术

是由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所创造的亚文化美学风格。错乱的符号体现了青年一代反主流文化意识

和自我独立的价值观。各种错乱的表意符号“同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风格，将青年群体的意愿与价

值凝聚起来，是信息时代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转型的一种症候。在消费社会中，新奇

和独特的故障艺术符号表达了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一种强烈的自我身份建构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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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Style of Glitch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th Subculture 

WANG Xue-ji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hidden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Glitch Art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outh subculture. The Glitch Art style with rebellious spirit was placed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with the research standpoint and path of the Birmingham School for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rebellious 
consciousness, ideographic practi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Glitch Art style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respectively. 
Glitch Art is a subcultural aesthetic style created by young people growing up on the Internet. The disordered symbols 
reflect the anti-mainstrea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independent values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All kinds of 
disordered ideographic symbols are “isomorphic” into a meaningful overall style, uniting the wishes and values of youth 
groups, which is a symptom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novel and unique failure Glitch Art symbols express a 
strong sense of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young people growing up on the Internet. 
KEY WORDS: Glitch Art style; rebellious consciousness; ideographic practice; identity 

当代青年亚文化是在信息社会、互联网的文化语

境之下生成的，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

价值观和世界观与父辈主流文化迥然不同，尤其是互

联网的虚拟世界、数字产品的电子图像给青年亚文化

带来了全新的美学风格[1]。色彩饱和的错乱条纹、闪

烁的雪花噪点、错位的像素颗粒、滤光片叠加的色彩

失真效果，使得电子图像出现了一种毫无秩序的混乱

感，瞬间生成了独特的视觉图像奇观，屏幕显示电子

图像的故障艺术风格迅速地流行起来。这里所谓的

“故障艺术”（Glitch Art）是指电子设备信号传输显

示过程中出现的破碎、错乱、缺陷、颜色失真等的异

常图像。设计师可以通过破坏数据或者人为操纵电子

设备引发图像故障，并在此基础上再创作，追求图像

生成过程中意外和偶然的技术显示故障所带来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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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感和未来感，故障图像变成了一种青年小众群体自

我价值诉求的视觉表征。如今，故障艺术已经从小众

群体的青年亚文化转变为大众商业广告图像的视觉

语言，被许多前卫艺术家和青年设计师广泛接受并使

用。本文采用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研究立场与研究路

径，将故障艺术风格放置到文化与社会的语境之中，

解读和阐述故障艺术风格的表征和意义。 

1  错乱的符号：故障艺术风格的反叛意识 

英国伯明翰学派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认为，风格问题，更确切的说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对
风格的解读实际上就是对亚文化的解读[2]。故障艺术
的青年亚文化风格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意义，而
是在信息时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在赛博朋克
和黑客文化中萌发出的别具一格的符号游戏。在 Sloche
冷饮品牌广告中，时尚男女青年手中拿着该品牌的冷
饮产品，由于图像计算技术的故障，男女青年的头部
显示成了马赛克雪花噪点形状，这种面目不清的故障
噪点具有一种干扰真实再现图像表现规则的恶作剧
特质，隐隐地表达了该品牌的目标消费青年群体追求
特立独行与反叛主流文化的诉求，见图 1。在美国设
计师施德明个人作品集和唱片的封套中，从咆哮的
狼、乐队的歌手到老人的肖像全都采用红色和绿色滤
光片错版色彩失真的故障图像，设计师主动利用电子
设备故障或编码错误，在原有真实图像再现显示的过
程中形成一种阻隔，传达出青年小众群体特立独行的 
 

反叛意识，见图 2—4[3]。 
故障艺术风格是一种典型的青年亚文化反叛风

格，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创造的反叛

父辈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一种符号层面的美学风格。故

障艺术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原有的符号及其

表意系统的基础之上，通过破坏、扰乱、挪用等方式

呈现出来的。比如，通过借鉴赛博朋克美学风格中错

位、拉伸、扭曲的符号，表现电子科技故障的未来感，

挪用黑客文化中错乱干扰的符号，标榜信息时代青年

一代的反主流文化意识和自我独立的价值观。色彩饱

和的错乱条纹、闪烁的雪花噪点、错位的像素颗粒、

滤光片叠加显示的色彩打乱了其图像完整的符号系

统的呈现，实质造成了符号表意系统的错乱与失调。

从本质上看，故障艺术风格的符号系统出现的毫无秩

序的错乱，解构了传统真实再现图像的美学风格，把

错乱图像符号与主流文化区隔开来。这也是对主流常

规美学风格的颠覆和解构，其美学力量在于破坏原有

的符号秩序系统，并且表述新的所指，从而获得艺术

表达和审美愉悦。这种错乱的符号具有强烈的表意力

量，尤其在信息时代的语境中，用解构的方式破坏已

有的图像话语，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

群体表达话语权的一次发声。通过故障艺术形式，渴

望吸引大众的关注目光变成社会的焦点，通过解构和

颠覆主流文化中图像的严肃性和经典性，瓦解主流文

化话语的权威性，构建出具有全新意义的青年亚文化

的话语权力，其实质是获得青年亚文化群体话语创新 

 
 

图 1  Sloche 冷饮品牌广告设计 
Fig.1  Advertising design of Sloche cold drink brand 

 

图 2  施德明作品集封面 
Fig.2  Sagmeister’s collection of works

 

 
 

图 3 《洛杉矶反应》CD 封套设计 
Fig.3  Envelope design of “Los Reactives” CD 

 

图 4  CD 封套设计 
Fig.4  Envelope design of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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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表达了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试

图与父辈主流文化抵抗与决裂，以及青年话语权力自

主意识的觉醒。通过各种错乱混杂的符号系统表达对

主流文化的批判，并通过这种风格重塑青年一代的社

会话语权力，丰富了社会群体的多元性话语言说。 

2  同构的符号：故障艺术风格的表意实践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
dige）认为，亚文化的美学风格对于旁观者看来可能

毫无意义，但实际上在亚文化群体内部看来，是一种

充满创造力的表意符号，具有反叛与嘲弄主流文化的

意义[4]。这种看起来悖论的现象也存在于故障艺术风

格青年亚文化的图像之中，错乱的符号表意系统看似

混乱却是信息时代的社会文化症候。《时尚多样性》

广告图像中，身穿时装的女性出现显示故障的马赛克

符号、蓝绿色和紫色滤光片叠加的色彩失真符号、扭

曲的波浪线色彩条纹符号，表达了时尚的主题展览概

念和前卫先锋的特征，见图 5。《四季狂欢》雷克斯

酒吧广告图像中，歌手的眼镜出现了紫色细条形状叠

加的故障图像，贴切地表达了酒吧歌手音乐的实验性

和前卫性，见图 6。《完美》主题广告图像中，设计

师更是将故障艺术风格发挥到了极致，石膏人物形象

被扭曲成波纹状的符号，各种颜色混杂在一起的噪点

符号、编程出现的乱码符号、扭曲的英文字母等“同

构”在一起，表现了故障艺术风格的反主流特质，见

图 7。 
故障艺术风格中错乱的符号表意系统看似混乱，

却能够生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风格。采用法国结构主

义思想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évi Strauss）

所提出的“同构”的概念，阐释故障艺术风格的社会

隐喻[5]，即各种错乱的条纹、闪烁的噪点、错位的像

素、失真的色彩等符号与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

一代的反叛精神有着“同构”的关系，也与信息时代

千变万化的数字技术语境之间有着“同构”的关系。

也就是说错乱而混杂的符号系统通过“同构”的方式

可以形成知觉表意的整体，将创造故障艺术风格与青

年群体的意愿与价值凝聚起来。各种错位、失真、混

杂的符号系统所构成的具有未来科技感的图像，实质

上是对信息时代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急剧

变化转型的一种症候，所表达的意图是青年一代对数

字技术失控的危机不安和焦虑。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得工具理性在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已经发

展到了人类无法完全掌控的阶段[6]。在智能生活中，

人们可能刚刚念叨着想要清洗沙发，手机界面立即就

推送出清洗沙发的服务电话，人们也会被深夜里的智

能电器突然咯咯大笑所惊醒，这种脱离了人类掌控的

数字技术逐渐主导了日常生活。与其说数字技术的进

步给人类带来了表面的幸福感，不如说数字技术将人

类推进了一个不可预知的离奇社会，同时人类逐步丧

失了对于数字技术的控制能力和对现实的批判能力。

这种数字技术理性就异化为一种绝对合理性，消除了

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数字技术理性变成一种无所

不能的至上权利。故障艺术风格的表意实践正是在表

达对信息时代数字技术失控现实的不安和焦虑，仅仅

是扰乱了主流文化既有的符号规则系统，不会破坏任

何事物，表达了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创造自己

风格的权利。 

3  消费的符号：故障艺术风格的身份认同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不是基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

是追求产品背后的符号意义，企业不仅生产了产品，而

且通过广告、媒体宣传等途径制造了人们的需求[7]。

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已经从物质性的实践活动转向 
 

 
 

图 5 《时尚多样性》展览广告  
Fig.5  “Fashion Diversity” 

exhibition advertisement 

 

图 6 《四季狂欢》雷克斯酒吧广告
Fig.6  “Four Seasons Carnival” 

Rex bar advertisement 

 

图 7 《完美》主题广告 
Fig.7  “Perfect” theme  

advert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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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滴滴快车广告设计 
Fig.8  Advertising design of Drip Express 

 

  
 

图 9  抖音的标志与视频影像 
Fig.9  Tik Tok logo and video image 

 
为对商品符号化的编码与解码活动，整个消费社会已

经转变为由各种类型符号构成的复杂系统[8]。主流商

业文化试图剥离故障艺术风格中反叛性的负面消极

因素，将故障艺术的符号转化成大量可被复制的消费

图像，为商业资本盈利所用。滴滴最近发布的《想出

发就出发》滴滴快车系列广告中使用了动态的文字故

障艺术效果，文案：“到了一定年纪再活得张扬？”

巧妙的几个动态文字的故障显示为相反的意义：“不，

一定活的张扬。”这些看似出现故障艺术风格的文字

符号并没有破坏信息传达，反而有效地传达了品牌的

价值主张，即激发年轻人努力跨越眼前的障碍与焦

虑，拥抱生活的美好，活出真实自我的勇气，见图 8。

另外一款以音乐创意短视频为主的《抖音》社交软件，

从标志到界面内容均采用了故障艺术风格，灰蓝双色

错叠、边缘条状显示故障符号，传达出图像受到电波

干扰后颤抖的视觉意象，并且在抖音视频中也会出现

音符不停跳动的动态抖动状态，同时会出现图像的故

障撕裂，这种新颖独特的故障艺术风格受到了青年消

费群体的追捧，见图 9。 
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认为，

风格就是文化认同与社会定位得以协商与表达的方

法手段[9]。消费社会中，青年群体通过故障艺术风格

新奇和独特的符号，表达一种强烈的自我身份建构意

识和文化身份认同。当故障艺术风格被商业收编以

后，从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反叛风格转变为了消费风

格，凭借其故障艺术符号的新奇性和独特性吸引消费

者的眼球[10]。与此同时，故障艺术风格意识形态上的

反叛性也被相应地削弱，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变成

可用于编码和建构消费者文化身份的一种重要的工

具。从某种意义上看，故障艺术风格的消费符号是青

年群体表达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青年群体在购买故

障艺术风格商品的消费过程中，也购买了商品消费符

号所指代的意义。商品的符号消费向外传递出审美偏

好、阶层趣味、群体价值和社会地位等自我文化身份

的信息，同时也可以从其他人的符号消费中识别相应

的信息。可见，故障艺术风格作为商品的表意符号，

成为了消费群体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外在表征之

间相互链接的载体。尤其是互联网变成了青年群体进

行故障艺术风格商品符号消费的重要媒介平台，聚合

世界各地的青年，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 

4  结语 

故障艺术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

创造的美学风格，是信息时代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与社

会结构快速转型下的缩影。从本质上看，故障艺术是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自发形成的美学

风格探索。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只是追逐

新奇的青年人在设计符号层面的一种突破和尝试，所

以符号表意系统的错乱与失调反映了青年亚文化的

反叛意识，表达了青年一代对信息时代数字技术高速

发展和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转型的焦虑与不安，他们试

图创造新的美学风格寻求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然

而，故障艺术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设计风格，其积极

的一面在于不断破旧立新、反叛传统，促进了主流设

计文化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为设计领域注入了一股

新鲜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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