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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乱象是当前比较突出的

文化问题，去年以来的“清朗”系列

专项行动将整治“饭圈”乱象列为

治理重点，那么这样的“力度”能改

变已经畸形多年的“饭圈”生态吗？

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新

世纪初的追星，最多就是倒卖明星

演唱会的高价门票，以及个人签名

等明星周边物品。而当代粉丝偶像

文娱工业已经发展到粉丝群体大范

围集资应援的新阶段，这也是新的

明星制度和明星文化。当下，“集

资应援为爱豆打 CALL”，其中备受

关注也饱受争议的行为，是联合商

家以打榜为名行销售之实。而且，

具体销售的是什么并不重要，所售

物品承载的打榜助力值才是被粉丝

群体看重的。

在这些集资应援活动中，哪些

人和群体是受益方？显然，明星、

文化娱乐经纪公司和平台方等合谋

了一场场针对粉丝群体定向收割的

“阳谋”，并由此豢养着这一产业链

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从小往大

说，有关商家是粉丝集资应援行为

的直接受益方。一个综艺节目通常

至少有 5 至 7 名备受关注的艺人，

每位艺人背后的集资应援规模大多

以千万计。这样一来，一个综艺节

目就会涉及上亿规模的密集市场交

易行为，却大都没有受到工商、税

务等维持市场秩序的相关部门的有

效 监 管 ，一 直 处 于 事 实 上 的 灰 色

地带。

同样，一些文化娱乐经纪公司

也没有得到有效监管。在传统的明

星制度、明星文化下，对艺人的相

关经营活动有着相对明确的要求和

约束，例如天价片酬问题，一经发

现就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追惩。

然而，当代粉丝偶像文娱工业却尚

没有能够起到有效监督和规范作用

的相应法律法规，传统的分业管理

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名存实亡。正是

由于这样的结构性成因，一些文化

娱乐经纪公司由此而兴风作浪，为

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艺人选择等

最关键问题上不作为，在源头上就

出现原则性问题。而且，播出相关

综艺节目的平台方，一方面逃避应

尽的审核、监管责任，另一方面却

从中大肆牟利，这显然至少需要在

法律法规和职能监管层面予以明确

约束。

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资本的深度

介入和无序扩张对粉丝文化带来的

复杂影响。在当下的粉丝文化结构

中，流量明星和广大粉丝群体之间，

不仅是情感共同体，也已经结成事

实上的利益共同体。流量明星需要

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

从而获得更多商业演艺活动的机

会；而广大粉丝群体为了扩大自己

心仪的流量明星的影响力，则会使

尽浑身解数来追捧他们。而这种群

体性情绪恰恰很容易被资本利用，

比 如 对 于 由 广 大 粉 丝 组 成 的“ 饭

圈”，资本会按照相关粉丝的执着和

投入程度来对他们进行分级，“鼓

励”他们为心仪的流量明星造势。

如此的“鼓励”在无形中也让一些追

星行为，会因资本的无序扩张而演

变成以“爱”为名的违反社会规则和

道德准则的极其不当的行为，进而

造成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

从当下到可预见的未来，我们

需要充分警惕的是广大青少年粉丝

群体日益被资本的无序扩张所内化

的严峻现实。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进

一步多元化的背景下，资本追求利

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当文娱工

业在巨额利益的诱惑下，刻意宣扬

某种文娱潮流或商业模式时，广大

青少年粉丝群体就极易被资本的无

序扩张所绑架和利用。

因此，一方面，广大青少年应当

端正追星的心态，以精神、心智的

成长、独立和完善为目的，避免被

资本的无序扩张所绑架和利用。另

一方面，从家庭、学校到社会，都应

当努力为新一代青少年提供充满包

容、尊重的成长环境，充分履行各

自应尽的义务，而不是简单地“甩

锅”给相关企业、行业。因为特别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以“90 后”、“00

后”为主体的青少年粉丝群体，是

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在非常接近美式

“原子”家庭结构中出生的一个代

际。他们又是完全在互联网，尤其

是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文化环境

中生长起来的“网生代”。原子化

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

新的社会结构和媒介形态下的数字

化生存所造就的“群体性孤独”，使

得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

迥异于既往代际的情感结构、文化

经验和自我认知。所以，对于他们

而言，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侧重

点恰恰在于参与感、伴生感。通过

与流量明星的高频互动所形成的陪

伴、共情等种种情感策略，这一代

人正试图寻求建构一种以移动互联

网为表征的新兴媒介形态下的新型

青少年社交关系。

只有充分理解这种深层的社会

和媒介形态的结构性变化，才能更

深刻地深入到当前粉丝群体价值观

取向得以塑形的根源所在。也只有

在此基础之上，正确引导粉丝群体

的价值观，才具有现实可行性。这

就意味着相关管理部门需要更深刻

地理解当前粉丝群体的情感结构、

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的结构性变

化 ，应 采 取 切 实 有 效 的 措 施 和 方

法，抵制、限制、杜绝的无序扩张对

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过度绑架、

利用和投机、操纵，科学认识网络

传 播 规 律 ，规 范 网 络 文 化 市 场 秩

序，提高用网治网水平，真正有效

地引导广大青少年建构起积极、健

康、向上的“三观”。

总之，“饭圈”乱象绝不仅仅是

文化领域的偶发、孤立现象，在经济

增长放缓、人口出生率萎靡、文化保

守主义兴起、全球贸易竞争和局部

冲突加剧等大时代背景下，还将有

着更为长远的社会影响。面对粉丝

文化，我们应以更包容的态度和更

纵深的视野，引导粉丝文化迸发出

更大的创造性、更多的正能量。这

既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治理过程，也

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我国的文化治

理能力、治理体系的一大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文/孙佳山

“饭圈”治理应警惕资本的无序扩张

看 高 启 盛 导 演 的《一 江 春

水》，在影院中一个很小的影厅，

坐了大概全部座位的三分之一

数量的观众。这部影片从外观

和形式上没有特别之处，是展现

日常生活形态的电影，摄影声音

的处理也很保守，没有着意去创

新 ，但 影 片 却 有 一 个 很 好 的 素

质，它的讲述能非常顺畅地流入

到观众的心里，所以说这是一部

好影片。

女 主 角 洗 脚 妹 蓉 姐 的 扮 演

者李妍锡的表演非常好，为此她

获得了去年 First 影展的最佳表

演奖。她对于角色的信念感很

强，关键是她的表演在完成剧情

呈现的任务之外，体现了女性的

优雅和得体。我很推荐她与同

事金花吃火锅的那场戏，不是说

这场戏的设定有多么精彩，而是

整个气氛的营造很优秀，演员说

话时的气息、组织语言的自然以

及肢体运用的熨贴感，都很为影

片增加光彩。这种效果是意外

之喜，是影片质感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影片吸引力的隐秘法宝

之一。

影片中的对手戏也很不错，

尤其是女主角和弟弟小东（祝康

笠扮演）之间的关系呈现以及他

们心有灵犀的互动。小东是蓉

姐一手带大的孩子，他的生存主

要依靠姐姐的薪水，并且他开始

谈恋爱了。蓉姐希望他考上好

的大学，但是小东和他的女友自

知很难实现，放弃了。

姐 弟 之 间 的 冲 突 并 没 有 那

么强烈，影片展现了姐弟之间的

日常对话，做饭、吃饭，一起打游

戏。平淡的日常画面被展现得

富有魅力，姐弟形象都不错，这

其实也是符合剧情的演员设定，

两人的表情和身体动作的亲密

衔接都让观众能够非常乐于去

接受并沉浸其中。

我 觉 得 这 部 影 片 有 几 个 重

要的优点。第一个就是它所建

构起来的日常生活的灵氛。这

来自于演员对于假定性戏剧空

间中的生活的全心投入，也来自

于演员之间关系与戏剧中人物

关系的和谐和代入。归根结底

这来自于一种领悟，也来自于一

种心理的能力。这种表演下日

常生活被升华，观众能被角色内

心的沉着气息所感染。

这 部 影 片 的 另 外 一 个 特 点

是它所设立的十分独特的叙事

结构。导演将蓉姐安置在一个

什么样的叙事结构之下，也就是

她的命运被安排在何种解释框

架之内，这非常重要。这部看起

来十分生活流的影片，背后却有

着 一 个 强 戏 剧 性 的 背 景 支 撑 。

蓉姐在遭遇各种外在事件的时

候一直都是隐忍的，直到最后十

分钟影片才告诉我们她原来是

一个“杀人犯”。19 年前她在东

北家乡的县城用砖头砸死了自

己不负责任的男朋友，因为他面

对她的怀孕不仅不负责，还质疑

孩子不是他的。

蓉姐潜逃到湖北，她的生活

场景被安排在湖北郧县，这个地

方 现 在 已 经 是 十 堰 市 的 郧 阳

区。她在洗脚店打工，养育自己

的弟弟小东，但其实小东是她的

儿子。后来她仅仅 18 岁的儿子

也与自己的女友未婚先孕了。

也 许 有 的 观 众 从 中 解 读 出

了女性主义，因为影片首先呈现

蓉姐的情感生活——她连续被

人所利用，而且这个利用都和她

的性别有关。洗脚店老板欺骗

了她，对方和她保持暧昧关系，

但并无意和她结成伴侣。有一

个本地老太太对她非常好，其实

她是期望感化蓉姐，并暗中撮合

她 和 自 己 卧 病 在 床 的 儿 子 在

一起。

而 她 的 闺 蜜 金 花 的 情 感 也

被男人欺骗。女性的情感生活

似乎处于恒久的被动和被利用

当中，这似乎要呈现性别压迫。

后来我们知道被蓉姐砸死的男

友的母亲是一位当地官员，所以

蓉姐的命运悲剧里面被隐约加

入了一层权力压迫。而在女性

共同体的情节建造中，小东女友

静是一个任性的女孩，不停地爆

发无名的情绪，影片在这个方面

的交代是完善的，它让我们看到

静的母亲是一个身陷底层且完

全不负责的女人，对于女儿毫不

关心，这给予了静的行为以合理

性——她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

人，所以她不停地要求小东给予

爱她的证明。而小东似乎不是

一个不负责任的男性，他要去寻

找出走了的静，而蓉姐支持了他

的行为。

当小东去寻找自己女友，我

们 似 乎 看 到 新 一 代 男 性 的 进

化。从这里可以看到女性共同

体的确隐约存在，但通过以上描

述，我们也会发现这个共同体不

是非常完整和纯粹的。70 后男

性高启盛是本片导演，也是本片

编剧，也许人们会认为它的女性

关怀虽然真诚，但对于女性命运

的 体 察 和 呈 现 仍 然 是 外 在 化

的。但我们仍然相信共情和理

解他人的能力。只是这些情节

因为不够强烈，没有被十分有力

地加以引导，最终它虽然能看出

自己在展现一些观念，但是这个

观念并没有被高度集中的提炼

出来，因此它的强度不够，这使

得这部影片没有成为一部具有

巨大能量的影片。

另外一个问题是，电影前面

呈现了稳定的日常生活，并使之

获得了一定的自足的意味，这更

让它和后面的衔接似乎不够充

分。这部影片中强烈的戏剧性

转变应该在之前埋下的深刻的

伏笔。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叙

事中的确隐含了一些不稳定的

因素，只是这些因素没能引起观

众过多的注意和怀疑。直到后

面的情节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对

前面的那些不稳定的因素恍然

有所悟。比如女主角和一个 19

岁的男孩为什么在一起住？他

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女主角

为什么不吃东北饺子？还有就

是女主角为什么总是戴着口罩，

她为什么要将存款存在闺蜜的

账户上？

这 都 用 来 解 释 蓉 姐 始 于

2000 年左右的潜逃。2000 年后

中 国 网 络 时 代 来 临 ，至 于 如 何

来看待电影中潜逃生活中的合

理 性 ，这 尚 待 梳 理 。 现 在 的 主

要 问 题 是 以 上 所 分 析 的 特 点 ，

它 是 缺 陷 ，还 是 能 够 构 成 另 外

一种电影方案和电影样式？

我的答案是后者，就是说它

其实也可以构成一种电影的样

式，而它的质感也给予了它这样

的合法性。在今日的电影作品

序列里，《一江春水》构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它将女主角置于

长达 19 年的潜逃中，让她处于漫

长的被延迟了的宣判之前，这其

中本应弥漫着末日感。虽然后

来她投案自首，发现早年的男友

其实仍然活着（这也许就解释了

为什么 19 年潜逃没有被警察追

捕），她也将口罩扔进了炉火中，

也许她可以开始新生活了，噩梦

似乎已经终结，但是 19 年的噩梦

已经长进了身体和血肉里，深埋

在人的潜意识深处，难以驱赶，

这 19 年就成为了导演关于绝望

的命运的隐喻。而由于悲剧持

续的时间过于漫长，乃至反转似

乎都失去了意义。

■文/王小鲁

《一江春水》：

一道独特的风景

狙击手题材是一个让观众揪心捏

肺的电影类型，在此类题材电影史上，

基本都是展现敌我双方狙击手一对一

的较量，导演张艺谋与编剧陈宇的《狙

击手》却独辟蹊径地设置了敌我双方

一个狙击小组与另一个狙击小组的对

抗，而且这个对抗设置在一个相对闭

环的类似棋盘的空间之中，中间有“界

河”，两边有主帅，有过河卒，有起掩护

作用的车马炮，棋局心理学是你死我

活的心理学，比棋盘棋局更加惊心动

魄的战场棋局是真正的你死我活。双

方下棋的主帅，为了敌死我活，不仅要

排兵布阵，而且要识破敌局；不仅要调

兵遣将，而且要声东击西。走错一步

棋，损兵折将，都是鲜血淋漓的真实的

枪击眉心直接殒命。

《狙击手》棋局心理学的第一个特

点是生死对抗和闭环对抗从而构成硬

核叙事。其叙事动力与复仇片类型和

逃生片类型的聚合体相一致，建立在

观众深层心理的生之本能和死之本能

之上，与志愿军小分队认同的观众将

自己投射到志愿军将士身上，与他们

合二为一，在一个多小时的观影过程，

时时刻刻地焦虑着：我方遵照上级指

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带回亮亮，活要

见人死要见尸，可接近亮亮，就必然会

造成重大牺牲，能不能保存自我带回

亮亮或者拿到亮亮身上的重大情报，

这是贯穿全片的悬念，担心志愿军战

士被狡猾的美军狙击高手所射杀，是

从头到尾地担心。由于每过一段时

间，就有战士牺牲，不断的牺牲，把观

众揪心捏肺的焦虑度积累到最高峰，

观众就渴望着志愿军通过射杀敌人来

保护自己，叙事的紧张度因此强绷硬

拉，构成硬核叙事，让观众在观看过程

中屏息凝神喘不过气来。

《狙击手》棋局心理学的第二个特

点是烧脑对抗。由于本片是棋局对阵，

影片呈现出双方对阵的阵前布局，全局

的设定和布置决定着成败生死。观众

的双眼始终盯着双方如何出棋，我方主

帅刚派战士下到沟底收尸，敌人立刻瞄

准，枪枪毙命，五班一下子失去三个战

士，班长才意识到：敌人把我方侦察兵

亮亮的身体摆在两军阵地中间是对方

设置的棋局，诱引我方狙击手前去收

尸，从而消灭我军战士，如何破局成为

观众焦急烧脑紧迫要解决的问题。

整个观影过程，观众看到的是魔

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智力较量，观众跟

着编导不错眼珠地烧脑博弈：我们看

到五班与敌博弈斗志斗勇的几个回

合，尤其斗智成为灭敌存我的重要

手段。

观众首先看到的是钢板回合：五

班营救亮亮，敌方枪击我军，于是五班

想出的第一个办法是用绳子吊着钢

板，掩护士兵小胖以钢板为盾牌，挡住

敌人的子弹，以便从上向下移动到亮

亮的身体前面。敌方发现小胖之所以

能挪动沉重的钢板，是因为钢板上面

吊着绳子，于是瞄准绳子开枪射击，绳

子打断，钢板倒地，小胖暴露在敌人枪

口之下，被一枪毙命。

第二次博弈是扬土回合：眼看正

面营救亮亮无望，五班长意识到只有

逐一消灭敌手，才有可能带回亮亮，于

是采取扬土诱敌之计，让战士弯腰运

动到阵地的侧面，铲土上扬，引诱敌人

探出身来瞄准我方战士用铲扬土的手

臂，已经迂回的敌人侧面的五班长将

其一枪击毙。

第三次博弈是引爆炸弹回合：敌

军主帅恼羞成怒，急于报复，一方面让

自己的部下开枪压制我方转移我方注

意，一方面运动到我方阵地的另一侧，

瞄准我方阵地下方的一颗未爆炸弹，

用机枪狂扫，炸弹爆炸，五班又有两名

战士在爆炸中粉身碎骨。

博弈还在残酷地继续进行。支撑

双方进行残酷智力对抗的后面是价值

观和精神信仰的对抗。这也是《狙击

手》棋局心理学的第三个特点。五班

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撑是集体主义价值

观，支撑美军狙击小组的价值观是个

人英雄主义价值观，他们带头人想的

是战胜志愿军狙击高手，自己因此一

举成名。五班的目标是用集体的力量

完成上级交给的全局性任务，为了完

成这个任务，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

自己的个体生命。

所以，在棋局对阵中，敌军主帅为

了占据美国媒体头版头条，获得擒获

志愿军“狙击死神”的个人名誉，要求

五班长过来投降，换取亮亮的身体；五

班长刘文武作为狙击主帅，为了全局

的成败，可以像过河卒子那样出阵过

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亮亮和他身上

携带的重要情报。只见他放下步枪，

高举双手，身后带着营救亮亮的战士，

勇敢地走向敌军的阵地，快接近敌阵

时，我方阵地更远处的另一股敌军突

然开枪，从侧面打死了后面的战士，五

班长立刻拔出手榴弹，冲向敌阵，跳入

美军战壕，一声巨响，天崩地裂，大部

分美军被炸死在阵地上……

在我军与敌对阵的全过程中，集

体主义精神贯穿始终。我们看到五班

长三次点名，第一次在出发前，五班长

点名，每一位战士都应声喊到。第二

次在五班长高举双手走向敌阵时，路

过自己手下战士的一具具尸体，挨个

点名，这是要想要与敌清算总账，数数

你杀了我们几条命，我要如数偿还！

第三次点名是狙击手一人负伤回到部

队，连长继续给五班点名，连里更多的

战士应声回答，他们似乎在回应五班

长刘文武的呼喊，那是用四川口音向

为战友不断牺牲而大哭的战士大永咆

哮：“哭什么？！老子还在，你还在，五

班还在！”

是啊，五班还在！可五班有什

么？！大永看着牺牲的战友哭着对班

长说：“我们班只有一个望远镜，敌方

每人枪上都有瞄准镜，每人都有望远

镜，有机枪，有飞机大炮坦克，我们有

啥呀！”影片主创通过角色告诉观众：

我们没有这些先进武器，但我们有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正

是这样的精神才使得亮亮在即将昏睡

冻死之际，藏在石头后面的战友们撕

心裂肺地一遍一遍喊唱志愿军军歌，

亮亮最后高举写着血字的纱布告诉战

友：情报在孩子身上，然后用空的针管

扎向自己的心脏，不让战友为救自己

做出无畏的牺牲。正是这样一种精

神，才使得两军在武器水平巨大悬殊

的情况下，我军将士才力克武器装备

的全面劣势，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

的险胜。除大永重伤外五班班长带着

其他战士全部牺牲，影片用悲剧叙事，

用战士生命的一个个毁灭，高扬了志

愿军精神的永远存续！

《狙击手》棋局心理学的第四个特

点是形象对抗。影片主创没有像以往

有些志愿军题材电影那样，用我大敌

小、我仰敌俯的方法丑化敌军，没有把

敌军全部描绘成惊恐怕死的胆小鬼，

双方的狙击手小组的带头人都是狙击

高手，都有过人的智慧、杰出的指挥能

力、高超的狙击水平和顽强的意志力，

只有敌人也强悍，才能衬托我军的更

加强悍！在对我军青年战士的刻画

中，影片主创前所未有地刻画出从头

哭到尾的“哭鼻子”英雄，但就是这个

哭鼻子小兵，使得志愿军形象呈现出

连续性、传承性和成长性，与对美军狙

击手的单独性刻画形成了巨大反差。

美军狙击首领根据报纸头版的照片，

判定中国军队的狙击高手已经被全部

消灭，怎么还有新的高手出现在阵

前？他们没想到哭鼻子的娃娃兵竟然

继承了班长的狙击传统，敢于一边哭

着鼻子，一边用一己的血肉之躯，开始

“肉身战坦克”的最后回合：大永用双

腿的奔跑，超过炮塔的旋转速度，迅速

用步枪打碎了敌人机枪的瞄准镜，让

坦克变为“瞎子”；用步枪打入坦克的

炮管，让大炮变成“哑巴”；他死死瞄准

坦克的顶盖，顶盖刚掀开一条缝隙，他

就扣动扳机，一枪射中正要探出脑袋

的眉心。剩下的美军狙击高手自然要

与他决一死战。你不是藏在坦克底下

吗？你不是用一支抢和一个钢盔伪装

成一个狙击手吸引我的注意，自己却

想爬到另一侧面向我射击吗？我看出

来了，我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大永藏在大石头后，把铁勺绑在

腿上，让铁勺伸出石头的一侧，自己却

从另一侧瞄准坦克下方，他牢记班长

用四川口音总结的狙击经验：“见火就

敲，后发至人”。敌人果然向反光的铁

勺开枪了，大永“见火就敲”，准准地击

毙了美军的顶级狙击高手！大永心里

说，这是班长的交给我的，还是班长

胜了。

影片用意味深长的结尾，表明我

军的胜利也是革命理想意志传承的胜

利，志愿军的精神将永续传承、永垂

不朽！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张艺谋《狙击手》的
“棋局心理学”

■文/张 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