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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粉粉丝丝自自嗨嗨的的““爱爱豆豆剧剧””，，雷雷人人不不商商量量
师文静

剧中有抠图表演也有“五
毛”特效，但该剧最大的问题，
不只是制作粗糙，还有剧情老
套。首先，男女主的人物关系就
很老套，他们的互动很像多年
前的狗血校园剧，幼稚且任性，
无缘无故地就互撕制造情节。
剧中的“土豪风”也让观众挺无
语，以教室布置为例，实木桌
椅、真皮椅背、水族馆背景墙，
还有人手标配的苹果电脑，不
是有品位而是充满炫富的“土
味”。最一言难尽的还是演员的
表演，对一部风格夸张的校园
轻喜剧来说，“夸张”不等于“浮

夸”，挤眉弄眼和大幅度肢体动
作并不代表就可以演好喜剧。
总的来看，剧组完全是想怎样
就怎样，不接地气就乱编，与现
实校园生活可谓大相径庭。

因该剧各种推荐很凶猛，
带着好奇心观看或不小心误
入的观众直呼受不了，智商受
到侮辱。“即便是‘儿童剧’、中
二风，最起码剧情要合格，要尊
重观众智商。”而带着粉丝滤镜
看下去的观众，则认为该剧通
过成立舞狮社、帮助同学、找回
自信等剧情，让人物逐渐变强，
是很正能量的故事。更多观众
则好心给出建议：爱豆不是演
员，还是好好唱歌跳舞，做好

自己本职工作吧。
“爱豆演戏，粉丝买单”，

面对一部“爱豆剧”，粉丝在乎
的根本不是作品品质，更像一
场爱豆与粉丝的自嗨行为。而
在粉丝的推波助澜与到处控
评之下，这些剧也长着一副“路
人请绕道”的面孔，不是忠粉就
赶紧绕路走。简单的“粉丝买
单”的目的，促成了这几年太多

“爱豆剧”的流行。TFBOYS拍过
《我们的少年时代》，三位演唱
组合出道的爱豆，演技也挺尴
尬；而更之前，“爱豆”还不那么
流行的时候，很多明星也拍过

“粉丝剧”，剧情雷人、制作粗
糙，也是热度与口碑两极分化，

比如唐嫣的《X女特工》等。
明明知道是粗制滥造，粉

丝依然要花大钱买单，这种现
象的不断上演，给影视剧市场
制造了不少泡沫。这种所谓

“精准”的营销，只追求商业上
成功的“爱豆剧”让粉丝爽翻，
让制作方赚钱，让爱豆赚人
气，唯独不会让大众满意。这
种自我嗨翻的电视剧运作模
式，说到底是杀鸡取卵的市场
行为。如果这种剧多了，不但
会劣币逐良币，也会给业内带
来浮躁之气。这种狂热的粉丝
经济和它制造的缺乏理性喧
嚣，长此以往只能产出粗制滥
造、唯利是图的次品。

晒照片就能收费，明星的脸越来越金贵

深深挖挖粉粉丝丝经经济济，，蜜蜜糖糖还还是是砒砒霜霜

花费60元就能得到
偶像专属的“爱”

不同于70后、80后，90后、00后有自己
的追星模式。比如他们喜欢的一些偶像，除
了颜值以外，要演技没有演技，唱歌水平也
颇为一般，但粉丝们可以在他身上倾注全
部的热情和心血。

要理解现在年轻人对于偶像的热情和
执迷，就得从偶像这一职业的特殊性说起。

在任何发达的娱乐工业，演艺界人士
都可以分为两类：靠实力吃饭的和靠颜值
吃饭的。前者我们称之为演员/歌手，后者
我们称之为偶像。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他的
商业价值就体现在他的演技和作品质量，
普通观众对于他们的了解和要求一般不会
超出电影电视剧本身。

对于偶像来说则不然，偶像没有作品，
他本人才是作品。粉丝们购买他代言的产
品，为他花钱，转发他的微博，控制网络上
关于他的负面传闻，为偶像创造流量并竭
力争取更多的演出机会，就是因为偶像给
了粉丝一种幻觉：我的成功依赖你一点一
滴的支持，任何属于我的荣耀你都与有荣
焉；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为满足你的需求而
生。

可以说，偶像的本质“是向粉丝提供一
种想象中的亲密关系”，粉丝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求选择、定制偶像的形象，有的人是

“女友粉”，有的人是“亲妈粉”，有的人是
“姐姐粉”。但无论是什么粉，偶像都成了某
种亲密关系的载体。

这才是粉丝对偶像狂热的根本原因，
偶像在其他路人看来，不过是毫无特色的
普通人，但“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对于粉
丝来说，偶像是他们的作品，是他们梦想的
寄托，是他们的爱人、弟弟或朋友。花费60
元就能看偶像的照片，这就如同花费60元
就能得到偶像专属的“爱”。而偶像用这种
方式圈钱，简直太划算了。

粉丝付费模式
不宜在大众平台炒作

虽然对于粉丝来说，为偶像付费他们
心甘情愿，但也有人质疑，这种明星变现的
手段是不是一种不劳而获？毕竟这和从事
商演、代言是两码事。

范丞丞此次付费看图，本质上属于会
员制，是微博推出的一个半年制的付费商

业模式。花了这60块钱，你可以在这
半年时间内享受诸如评论靠前、评
论区标志等特权。此外，还可收看
和收听范丞丞的独家视频、私
藏图片、专属语音等。换句话
说，这跟你花费几十元买了视
频网站的会员，或者订阅了一门
知识付费课程，本质上并没有什么
不同。

近年来，随着偶像产业的不断成熟
以及付费意识的兴起，国内经纪公司也逐
渐向国际靠拢，不断深挖粉丝经济，拓展新
的盈利来源。但为何范丞丞事件会引起舆
论如此强烈的反弹？

应该明确的是，虽然国外的粉丝付费
模式非常成熟，但它们无一例外是在经纪
公司的自建平台，即偶像的粉丝专页上进
行收费，面向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具有独立
经济能力的资深粉丝。但此次范丞丞的会
员制，则是在微博这样的大众平台推广，它
面向的受众更广，粉丝年龄更低。而大
部分低龄化粉丝经济不独立，心理
不够成熟，判断能力较弱，也容易
受鼓动。与此同时，此次会员制并
不是经纪公司主导，而是微博主导，
微博既是媒介，是推手，更是利益变
现的合谋（微博从中抽取一定比
例）；作为公共平台，微博应该承担
更多社会责任，而不是唯利是图，滥
用平台权力，滥用明星影响力，对尚
不成熟的粉丝经济推波助澜，想尽
一切办法从低龄化粉丝口袋中掏
钱。

总之，粉丝付费模式本身或许没
有什么问题，但它并不宜在大众平台
大肆渲染炒作，这很可能将粉丝经济
导向狂热、盲从和非理性。

（曾于里）

天天娱评

近日，新晋“爱豆”蔡徐坤
的网剧《我才不会被女孩子欺
负呢》收官，累计近8亿点击量，
成绩不错，这样的成绩与粉丝
们孜孜不倦地刷话题、刷弹幕、
控评、花钱买会员不无关系。一
部烂剧，竟然被粉丝们刷出了
热剧的气势，真是让人服了。虽
然这不是蔡徐坤《偶像练习生》
大火之后拍的剧，但作为一部

“爱豆剧”有其典型性。

对于不少70后、80后而言，他们的追星模式相对传统，喜欢一个艺人，往往是因为他的
才华，比如演技很棒、唱歌好听。不过到了90后、00后这里，除了依循传统追星模式外，他们
也有了自己的追星模式。最近，《偶像练习生》出道的范丞丞在微博发布了一组自拍，其中
一张照片需要付费60元成为他的专属会员才可以观看，此次事件在网络引起诸多争议，为
什么看没有任何作品的范丞丞需要付费？晒照片就能收费，这就是粉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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