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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聚焦

揭秘“饭圈”乱象 让“热”回归“爱”
■ 本报记者 张钢

作为“粉丝”，青少年追星的行为是否
属于正常的心理现象？就此问题，长期从
事心理咨询的端子说：“从年龄结构看，青
少年是主要的追星群体。我在日常工作
中，会接触到很多来咨询的人，但大多是
家长。青少年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任
何问题，而家长则对孩子旷课去看演出、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无休止花钱支持偶像
等而苦恼。从心理学上分析，追星是一种
相对正常的心理学现象。在日常生活中，
青少年喜欢某些明星，爱看他们演的戏，
喜欢他们唱的歌，甚至去关心他们的个人
生活，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青少年阶
段正处于自我认同的时期，他们不满足于
从父母、老师那里得到的教诲和知识，开
始独立思考并渴望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的
事。他们往往会被明星的才艺、颜值、所
演角色的光环等吸引，将明星作为自我的
代表。此外，追星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同
龄群体的相互影响。青少年与同龄人一
起交流、欣赏和评价自己的偶像，是他们
业余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加之他们处
于叛逆时期，成人越是反对他们这样做，
他们就越发感到这样做有价值。此外，青
少年面临沉重的学业负担、激烈的考试竞
争以及父母‘望子成龙’的期盼，这使他们
感受到沉重的压力，追星可以暂时让他们
卸去这种心理负担。与其说他们在追星，
不如说是在寻找压力的宣泄。”
“判断追星行为是否有危害，标尺是

‘度’”，端子说，“追星的过程会产生一种非
常强大的能量，如果能将这股正能量投射
到自己身上，落实到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中，将对个人发展产生巨大助力。比如
说，当你对学习产生厌烦时，你去想想那些
明星在练习唱跳、排戏、背台词等，通过不
懈努力才有机会成为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明
星，那么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通过踏实努
力，做到优秀乃至卓越，在现实生活中发出
本属于自己的光芒。与之相反，如果将这
股能量全部投射到明星身上，变身狂热的
追星群体，将对青少年产生巨大的消耗，这
样的追星行为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
“追星是把双刃剑，它会产生积极的心

理效应，也会严重影响到人的心理世界。”
端子分析认为，“追星本身并没有对错，有
人会因为追星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有人则
会一团糟。我们应该洞悉追星现象的深刻
意义，并通过正确引导，回归热爱的本真，
把追星的正能量用到个人提升方面，对人
生发展将产生裨益。”

“饭圈”，是“粉丝”圈子的简称，其
中既有“真爱粉”，也有“职业水军”。
“我家的偶像怎么能接那样的烂

戏？”“海报上‘爱豆’怎么靠边站了，她明
明就该在‘C位’呀！”“不能去和某某搭戏
呀，我家明星现在是一线，经纪人怎么搞
的？”……“一切都为偶像好”是“真爱粉”
的终极目标。他们从早期反复观看偶像
作品，到中期自掏腰包为偶像投票，再到
现在开始问责经纪公司，替偶像“逆天改
命”的力量令人感到惊讶。

出于“真爱”，这些“粉丝”会千方百
计甄别自己的偶像是否在承受委屈，在
真相不明的情况下，他们会把责任一股
脑推给经纪公司，指责其缺乏对偶像的
规划，不关心偶像的生活，一味榨取偶

像价值等。
迫于“粉丝”的压力，经纪公司有

时会妥协。例如，某女星宣布将参演
一部电视剧，当即遭到“粉丝”的强烈
反对。原因有三：一是剧中角色的性
格太软弱；二是不满在演职员表上的
排位；三是剧中饰演她丈夫的演员比
她大 26 岁，“粉丝”无法接受“老少
恋”。几天后，这位女明星发布微博
称，因“档期原因”辞演该剧。

对此，从事多年演艺经纪工作的沈
建表示很无奈。他说：“‘让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在
一些‘粉丝’眼里，他们才是明星的‘神机
军师’‘职业顾问’。作为‘术业有专攻’
的经纪人，我们要考虑影视行业的发展

趋势，根据明星的性格以及表演风格为
其选剧本，根据档期为他们安排工作和
休息时间，所做出的安排都是团队深思
熟虑的结果。对于‘粉丝’提供的有益建
议和理性分析，我们会根据实情去采纳，
但‘粉丝’没看过剧本，不知道内情，便开
始指点江山，这就是瞎指挥。他们的这
种‘真爱’举动，往往会起到适得其反的
效果。时下在互联网时代，‘粉丝’与偶
像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粉丝’不仅
仅是偶像的仰望者，更是偶像的制作者、
促成者、建构者，介入到制造偶像的关键
环节。这些‘粉丝’也看到了自己的力
量，正在一步步‘争夺’话语权，这使得我
们也会被迫采用妥协方式去安抚他们的
心理，但从长远看，这很危险。”

尽管在方式方法上有不当之处，
但“真爱粉”的初衷还是对偶像的喜
爱，而“职业水军”则不同。目前，“职
业水军”分为两类，初级的任务是冒
充接机“粉丝”，高喊偶像的名字，在
现场制造人气；晋级到中级后，便开
始策划争议性话题，通过操控评论制
造虚假繁荣。

从事明星宣传工作的王女士向
记者透露，“职业水军”一直是亦真亦
假、讳莫如深的存在，但也不难看清

他们的“控评”手法。一个最直接的
体现是，开始有节奏地出现逻辑较为
牵强、但话术极具煽动性的长篇大
论，这些被称为“控评小作文”的内容
大多是激化两个同类型艺人“粉丝”
群体间的矛盾，有很强的引导性和目
的性，并非是“真爱粉”情绪之下的产
物。例如，制造话题发送到不同的
“粉丝”群，给明星制造“对家”，并将
明星本人的处境描述得极为弱势，不
断渲染“对家”及其“背后资本”的强

悍，将“粉丝”对偶像的爱转化成强烈
的危机感和胜负欲，甚至是对“对家”
的仇恨，进而引导他们去非理性地进
行网络投票、消费、做数据等等。

对明星来说，话题度和美誉度十
分重要，直接影响其获取资源的多寡
和层次。一些明星为了维持自身形
象，通过雇佣“职业水军”等手段，对
社交平台上的正面评论点赞回复，使
其登上热评，制造虚假繁荣；对负面
评论进行举报、删除。随着网络社交

媒体的深度参与，“粉丝”参与评论的
热度不断高涨，甚至影响了整个演艺
圈舆论场的生态。“职业水军”在评论
中“互相拉踩”、对他人进行谩骂侮
辱，逐渐演变成一种网络暴力。

当“粉丝”群体不断扩大，“粉丝”
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职粉”的带头人
领导着庞大的群体“攻占”各大网络
平台的评论区，不断制造令人焦虑的
内容，这种不断在违法边缘试探的危
险行为将他们一步步拖入“深渊”。

很多人都曾留意到，每隔一段时
间，不同的网络平台都在推送内容相同
的明星八卦信息，这是巧合还是经过策
划的结果？明星宣传类传媒公司总经
理王亮对记者详述了明星炒作产业链
的形成。

王亮说：“希望出道的演员会聘请
专业的包装团队，由不同部门负责组织
‘粉丝’接送机、参加活动造势、参与网
上投票、集资购买偶像商品等活动，以
吸引‘粉丝’关注。当‘粉丝’达到一定
数量，明星的商业价值便会提升，上综

艺的频率以及片酬会随之提高，这就形
成了一条产业链。在具体包装过程中，
演员希望尽快走红，公司也想尽早盈
利，便出现了虚假宣传的乱象。包装团
队会根据他们的年龄、外形、性格等，打
造出一个‘人设’，诸如‘邻家甜美女孩’
‘憨厚的理工男’等等，再根据这个‘人
设’去编故事，写通稿，拍短视频等，分
期分批在网上曝光。经过这些策划后，
演员的名气会有所提升，随着‘粉丝’量
的增加，他们将有机会参与综艺录制、
影视剧拍摄等，所得报酬也会相应增

加。而对于一些知名明星，包装团队会
在他们主演的影视剧等作品播出前，策
划出他们谈恋爱、与同行发生矛盾等等
‘吸睛’的八卦信息，为的就是增加曝光
率，以求获得更好的收益。”

目前，王亮已经关停了自己的传媒
公司，改做他行。他说：“有一位明星刚
出道时曾与我的公司合作，我们为他打
造了外形俊朗、多才多艺的‘人设’。此
后，他逐渐拥有了众多‘粉丝’，出演了
大量影视剧，成为准一线明星。他的丑
闻曝光后，我的心情极为复杂。身边的

同事朋友都来安慰我，‘又不是你犯了
错，不用自责’‘他只是刚出道时与你合
作过，后来的错误行为与你无关’……
但让我陷入思考的是，我的工作是否偏
离了我的初心。我创立公司的目的，是
让更多有才华的年轻演员找到属于自己
的舞台，而在对他们进行‘包装’时，我的
确忽视了考察他们的道德品行。为了在
娱乐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不惜打造虚
假‘人设’。他的很多‘粉丝’是我‘忽悠’
来的，我特别自责。我的工作偏离了我
的初心，所以我决定退出这个行业。”

目前，“粉丝”的构成愈发细化，很
多银发族也加入其中，追星族已蔓延
至各年龄段。“粉丝”经济不再只是娱
乐圈的富矿，更是不同行业商家或自
媒体共同掘金的目标，其所爆发出的
能量不断超出人们的预期。

青少年作为“粉丝”的主体圈层，
他们的偶像大多为年轻的流量明星；
而中年“粉丝”群体追的则是以董宇
辉、罗永浩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网红；
“最新加盟”的老年群体，喜欢的是各
式“民间网红”。

不可否认，短视频平台为一些有

才华的素人提供了自食其力的“再就
业”机会，但也让一些投机分子有机可
乘。中老年人刷短视频已经成为日常
消遣，从追网红的中老年人群体的消
费能力和意愿来看，银发经济的市场
潜力非常大。随着银发族逐渐成为互
联网应用软件的深度用户，他们的线
上消费水平也进一步被激活。根据
《2023银发经济洞察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 9月，中老年用户规模已达到
3.25亿，同比增长7.6%；全网占比已达
到26.5%，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同
时，银发人群人均使用时长、App和微

信小程序人均使用个数均持续增长。
据大数据统计，目前50至70岁人群以
社交娱乐、内容消费为主，这部分消费
人群与网红和部分明星带货主播的
“粉丝”画像重合。因此，为中老年人
群提供“符合心意”的情绪价值来激活
消费行为，成了刺激银发经济的关键。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
海伟教授表示，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推动
了“粉丝”经济的发展繁荣，但也要看到
“粉丝”经济的两面性：一方面“粉丝”出
于对偶像的喜爱、信任和崇拜，通过购
物、打赏等形式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

偶像通过商品销售、广告代言、流量变
现等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有些厂
家和偶像出于经济利益编造虚假信息、
话题炒作、提供劣质产品等，损害消费
者利益，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粉丝”出
现过度消费、过度盲从等非理性行为，
甚至形成畸形的“饭圈文化”，产生严重
负面影响。监管部门要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行业监管，引导“粉丝”理性消费；
偶像要爱惜羽毛，树立良好榜样，不辜
负“粉丝”厚爱；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实
现良性互动多方共赢，促进“粉丝”经济
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真爱粉” 争夺打造偶像“话语权”

“职业水军” 操控评论制造虚假繁荣

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召

开整治体育领域“饭圈”乱象专题工作

会，坚决遏制体育“饭圈化”愈演愈烈态势，

坚决铲除畸形“饭圈文化”在体育领域滋生滋长

的土壤和条件。随着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

多的体育项目及优秀运动员受到观众和“粉丝”的追捧，

但部分非理性追星行为严重影响了运动员的比赛、训练甚

至日常生活。巴黎奥运会期间，北京市网络舆情和举报中

心受理处置涉体育领域“饭圈”化问题举报，属地平台网站累

计清理不良言论30.1万条，处置违规账号4600余个。

起源于娱乐圈的“饭圈”是如何形成的？随着短视频、

直播等新兴娱乐方式在网络平台的走红，追星族已蔓延

至各年龄段。近日，记者采访了在艺人经纪公司工作的

业内人士、心理咨询师、学者等，揭秘“饭圈”乱象、明

星产业链的形成，以及我们应如何引导理性追

星，助推“粉丝”经济健康发展。

业内人士 揭秘明星炒作产业链

“粉丝”经济 从青少年扩展至银发族

心理咨询师

回归热爱本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