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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符号速变大众狂欢，再到“语言暴力”

弹弹幕幕是是流流行行，，但但也也得得有有文文化化
弹幕怎么玩？

“吐槽”有套路

所谓“弹幕”起源于日本，
网友们在观看视频时发出的评
论以飞行的形式横穿屏幕，当
出现很多评论时，就会产生如
同无数子弹横飞的效果，这种
现象被称作“弹幕”。弹幕的使
用人群多为90后、00后，最先是
在动画、漫画、游戏视频网站流
行起来，如今已不仅限于视频
网站，很多电视综艺节目、电影
也做成互动弹幕的形式播放。
如电影《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

《小时代3》都曾经尝试弹幕专
场，综艺节目为了搞笑也会做
成弹幕效果。

弹幕可以对影视、综艺、
视频节目发表任何观点，往
往那些抓住作品中的“槽点”
或者挑毛病更受网友欢迎，好
的吐槽不仅代表“智慧”和搞笑
能力，还反映出评论者的见识
多少和价值观的问题，尤其是
看律政、科幻等影视作品时，网
友们会发现弹幕圈简直卧虎藏
龙。目前来看，高质量的弹幕
一般集中在广为网友所知的
B站和A站。

“弹幕”大多采用网络流行
语，甚至是只有二次元群体才
懂的词汇，常常让很多初入弹
幕圈的人无所适从，但真正融
入这个群体，就会发现弹幕也
是有语言范式的，虽然它的表
达习惯一直在变革在追逐流行
语，但其代表性表达不外乎几
种。

当影片即将出现搞笑、悲
伤或出人意料的小高潮时，屏
幕会集中闪现“前方福利\高能
预警”；当新人问背景音乐、配
角名字等时，得到回复之余常
会外加一句“再问自杀”，这是
发评论者在表达自己的情绪；
当演员哭泣或微笑时，弹幕会
集中轰炸出“这个笑容\侧脸由
我来守护”；当观众沉浸在剧情
悲伤气氛中时，类似“给您拜年
了”的弹幕会有瞬间让人笑出
声的效果；当剧中人物做出不
合逻辑的事情时，“拿错剧本”
就会刷屏……

其实，被大众所广泛使用
的弹幕，很多都属于抖机灵的，
如“好无聊，我也就看了100遍
就关了”，出品牌赞助商时就会
有“以上企业均已破产”等等。
很多约定俗成的弹幕都来自于
影视剧台词，后来逐渐变成了
普适性的弹幕。

弹幕为何流行？
满足社交需求

弹幕之所以能流行起来，
归根到底是因为它的互动性所
造就的群体狂欢，让一群陌生
人找到了惺惺相惜的感觉。看
视频的时候，发现想吐槽的点
或者瞬间的感触，就可以立刻
暂停视频，在定格的画面上发
出自己的评论。如果这个画面
同样触动了其他观众，那么几
千甚至上万人的互动就会产
生。

近期，因有了弹幕版，87版
电视剧《红楼梦》又小火了一
把。在弹幕版中，有网友将脂砚

斋批《红楼梦》内容通过弹幕逐
一发送出来，甚至《蒋勋细说
<红楼梦>》的内容也在列。一
些“红学”观点的交锋，让很
多网友大开眼界，就像一个课
堂。从这个角度来看，弹幕其
实是对视频内容的有力补充，
甚至弹幕本身也成了视频的
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交流互动，
看弹幕还成为获取“红学”信息
的一个途径。

作为一种高虐、狗血满满、
毫无逻辑的剧种，这两年泰剧
在网络上所向披靡，赶超日剧
和美剧，其背后最大的推手就
是弹幕，当然泰剧也给网友提
供了吐槽的丰富土壤。一些超
火的泰剧，每集都有十几万条
弹幕，很多观众的乐趣所在不
是观剧，而是看弹幕。近期很火
的玛丽苏剧唬人剧《霸道黑帮
老大爱上我》,就让网友们吐槽
得不亦乐乎。“这个剧名是认真
的吗？但是作为黑帮老大，男主
的声音也太温柔了。”“我只想
问一句，这部剧到底是弹幕好

看还是真的好看。”
其实，泰剧这个例子就能

很好地说明，弹幕作为吐槽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空
的网友在讽刺、调侃、宣泄的氛
围中找到了乐趣，获得了消遣
性满足。作品“好不好看”已不
是观众的追求，在弹幕中体验
互动与共鸣，“一起嗨”才过瘾。

弹幕文化让网友找到了志
同道合的人，他们的语言、行为
会在这个群体中得到认同，进
而获得社交满足。有弹幕爱好
者告诉记者，“影视剧有槽点的
时候，弹幕会特别多，有时甚至
占满弹幕。有了弹幕，就感觉自
己不是一个人在看剧，与大家
一起吐槽，很爽。”

产业如何维系？
抓住95后就抓住了商机

就像听音乐会要注意着
装、弄清楚鼓掌节点一样，在弹
幕圈也有要遵守的礼仪，如果
破坏性弹幕出现，网友就会自
发抵制，发剧透的和路怒族的
弹幕最不受待见。

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弹
幕用户多集中在90后，特别是
95后群体中，由于缺乏自律和
他律，这个群体中不乏把弹幕
当作发泄情绪和过激言论出口
的人。谈到弹幕的跑偏现象，最
早一批弹幕爱好者称：“以前开
弹幕是因为觉得大家一起边看
边吐槽很有趣，但现在弹幕中
充满各种骂战、刷屏、剧透、秀
下限，还有明显带有谩骂攻击
倾向的弹幕。”

记者发现，有的网站设置
了发送弹幕的门槛，给色情、暴
力语言设置了屏蔽方法。不少
专家也建议，网站应该形成自
己的内控机制，比如举报、删除
等功能。

其实，各大网站之所以要
大力发掘和引入弹幕文化，主
因是他们关注到了95后甚至00
后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如果
弹幕文化能够捆绑住这个年轻
人群，那么网站的商业化之路
会更顺畅。比如，最受关注的弹
幕站B站，虽然它没有视频贴
片广告，但是可以设置弹幕池

广告。因拥有了强大受众群，B
站已经规划了平台广告、IP开
发、电商、线下收费聚会等一
系列盈利模式。如此，大家就
知道为何多数视频网站开增弹
幕功能了。

亟待监管
直播充斥恶俗弹幕

弹幕作为网络流行文化中
的一个侧面，它本身也有流行
文化的负面影响。当下的弹幕
发送多数匿名化，导致网民在
自由表达时毫无界限。尤其是
随着直播的泛滥，弹幕也从影
视剧作品，延伸到了直播领域。
在这里弹幕更是泥沙俱下，各
种露骨、恶俗的弹幕沆瀣一气
霸占屏幕。

相关行业数据显示，2015
年至今全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
超过200家，覆盖用户达到两
亿。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
段同时在线人数突破400万，由
此可见在直播领域潜在弹幕用
户之庞大。由于直播平台竞争
激烈，直播处于火爆的初期，直
播弹幕就成为滋生色情、垃圾
广告、水贴等的温床，甚至在直
播中不少弹幕对女主播提出无
理的、突破底线的要求，严重影
响了直播的质量和水准。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召开专题座谈会，就网站
履行网上信息管理主体责任提
出了八项要求，其中明确要求
加强对网络直播、弹幕等新产
品、新应用、新功能上线的安全
评估。在这个背景下，弹幕何去
何从又成为一个焦点。

弹幕文化不仅带来了观看
影视剧和视频的新方式，产生
于弹幕文化的流行词汇，如成
龙的“duang”、“空降”、“挖坟”
等更是被年轻人广泛使用。因
此，如何利用好弹幕也成为网
络管理者和弹幕网站关注的主
要问题之一，是任由“抓眼球”

“博出位”的弹幕野蛮生长，还
是齐心合力营造符合其自身定
位的弹幕文化，让弹幕健康发
展，这需要网站的不断探索，网
友的自律，更需要相关部门的
引导、规范和治理。

近日，中国青年报的一项
调查显示，75%的受访者在观
看影视作品时会关注弹幕，说
明弹幕文化已影响到大部分网
友，不再是边缘化的符号。

作为一种有趣的、搞笑的，
或者有文化的“群体吐槽”形
式，这两年弹幕逐渐从一种亚
文化现象，转变为网络主流文
化，甚至在语言形式上有引领
流行文化的趋势。但随着弹幕
不断被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形式
所用，出现了明显的语言暴力
倾向，这也是弹幕亟需监管的
主要原因。

大家对《甄嬛传》里的娘娘

还是比较爱惜的，吐槽不算多。

《龙门镖局》里小和尚的脸被吐成了筛子。

古天乐和李若彤版《神雕侠侣》，看看两人的俊脸还找得着不？

本报记者 师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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