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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小众艺术的专业
表达与大众审美， 是这类
综艺实现破圈的关键

作为一种具有原创性的本土综艺新

类型，小众艺术综艺跨界的火爆，既有着

极为现实的产业动力， 又具有较为正向

的文化和经济效益， 无论对综艺节目的

制作者还是小众艺术的生存发展而言都

是多赢的。

一方面， 随着公众对数字文化需求

不断扩大、 视频网?平台节目内容竞争

不断加剧、 海外引入节目模式边际效应

不断缩减， 以及国家对文化生态政策引

导的趋势， 本土综艺节目面临着迫切的

内生需求：突破内容同质化进行创新。因

而， 丰富多样的青年亚文化资源和传统

的、小众的艺术资源，因其扎根特定审美

文化和生活传统， 拥有一定已有受众和

潜在可能的受众， 具有粉丝文化的某种

特质， 成为综艺节目进行内容原创的肥

沃土壤。小众艺术的综艺跨界，既能开拓

综艺节目题材和类型发展的新空间，又

能通过对圈层文化的大众化编码和主流

化转译，盘活圈层粉丝，转化大众受众，

实现节目传播效应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以真人秀、竞技等流行综

艺方式为途径，综艺节目打开了传统、小

众艺术与圈层文化走向当下人们精神生

活的可能通道。那些或因曲高和寡、或因

艺术形态陈旧而无法引发当下年轻受众

喜爱，或由于“文化密码”而被区隔在外

的亚文化， 在综艺娱乐的流行方式和新

媒介新技术的推动下，实现了知识普及、

人气积攒和受众培育的目标。话剧、音乐

剧、相声、舞蹈等剧场艺术和说唱、乐队

等小众艺术经综艺节目的营销进入当下

大众精神消费空间， 不仅扩大了小众艺

术的受众规模， 而且推动了小众艺术的

线下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冠疫

情对线下文化消费持续制约的背景下，

剧场、livehouse 等线下消费场所长期处

于停顿状态， 因而如何通过包括综艺在

内的数字文化内容， 为以剧场为代表的

现场艺术和文化提供生存发展空间，实

际上也成为当下小众艺术、 圈层文化进

行综艺破圈现实也迫切的动机。

然而我们需要看到， 专业性和娱乐

感的平衡， 始终是小众文化题材综艺节

目面临的难题。 对小众文化和艺术题材

的综艺节目而言， 如何兼顾小众艺术的

艺术展现、 专业表达与大众审美之间的

关系，处理好小众艺术的跨媒介转译，遵

循电视综艺真人秀的逻辑， 适应当下娱

乐文化的流行机制，使其能满足行业、圈

层内观众的专业需求，又能满足圈外受

众的审美文化需求 ， 是这一类型综艺

节目真正实现破圈 、 收获口碑与收视

的关键 。

依自身特点选准破圈
定位， 选择最适合综艺表
达的艺术形式与场景

小众艺术之所以“小众”，往往因其

具有一定文化欣赏和理解的门槛， 而圈

内受众以其拥有的文化资本彰显身份，

对此类节目的评价往往格外挑剔。 对其

而言，该类综艺是否真正、纯粹地表达其

认可的艺术和文化形态， 成为其衡量节

目水平的标准。但是，由于传播媒介的差

异、受众审美水平不同等因素存在，小众

艺术题材综艺节目在进行破圈的过程

中， 需要借助流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逻

辑，如凸显游戏竞技情境下的戏剧冲突、

塑造个性鲜明的艺人人设， 借助粉丝文

化的力量等， 将特定类型的艺术转化为

整体性的戏剧冲突、角色模拟、视觉奇观

的方式来呈现，以获得在作品、话题、人

设等层面的破圈效应， 这就使该种艺术

的传统形态不得不适应电视和网络观众

的审美习惯而改变。

如《声入人心》第一季的成功，正是

将对美声、 音乐剧等艺术形态的专业性

舞台呈现， 与真人秀逻辑下声入人心团

年轻的表演艺术家们在特定赛制下的竞

争与协作的戏剧效果、人设塑造，粉丝文

化下的 CP 感营造等充分融合的结果 。

又如《舞蹈风暴》从之前众多的舞蹈综艺

中脱颖而出，是通过压缩舞蹈的时长，要

求每个舞蹈在两分钟内，突出舞蹈“最具

有包蕴性的时刻”，并借助现代文化科技

凸显极致的舞蹈视觉效果， 使观众沉浸

在舞者充满魅力的艺术性和技术性的视

觉奇观中来实现。

相比之下 ，《德云斗笑社 》《声入人

心》第二季等节目遭遇的口碑下滑，就或

过于迎合综艺娱乐性而牺牲专业性，或

过于聚焦圈内的“熟梗”而忽视大众对相

声艺术的理解， 从根本上在于节目定位

的不清晰。这意味着，小众艺术的综艺破

圈， 需要适应特定类型艺术和文化的特

点选准破圈的准确定位。以此为依据，选

择最适合综艺表达的艺术形式与场景，

兼顾圈内圈外受众的习惯， 恰当地讲述

艺术的动人故事。

《戏剧新生活》遵循严敏一贯的“极

限”游戏模式，让一班戏剧人以新人姿态

在乌镇这一特定情境下谋求戏剧生存，

展现其充满人文艺术深度的戏剧作品，

将艺术性命题的探讨、 戏剧人对戏剧的

热爱与艰辛的生活， 以及戏剧作品的动

人力量共同呈现。可以说，节目从定位上

和理念上，不谋求大众化，而聚焦于话剧

受众的有限“扩圈”，并将其贯彻于节目

理念上，以专业性和人文性为内核，将戏

里戏外的戏剧性做足， 达到综艺元素与

艺术类型内在本质的一致， 从而既获得

戏剧评论家的高度评价， 也收获了观众

的高口碑。

而由 B ?自制的 《说唱新世代》等

说唱综艺的突围， 就在于从说唱的定义

到 rapper 身份的选择上，都立足于双重

“破圈”的理念：其一，打破由之前说唱综

艺所带来对说唱音乐音乐性的刻板印象

（如 flow、freestyle、双押等 ），而是将 “表

达”———“万物皆可说唱 ”———作为对说

唱的重新定义，让声音来自身边的生活，

表达对校园暴力、职场环境、女性地位、

世界和平等主题的关注， 让说唱者承担

社会关怀， 打开说唱音乐走向社会生活

的广阔空间；其二，节目改变同类型专业

选手海选比赛、层层淘汰晋级的赛制，而

是从一开始就限定 40 名来自各行各业

的 rapper，他们未必专业，但共同拥有对

说唱音乐的热爱， 通过 “四象限”“八角

笼”“四环区”“哔特币”等构建生存性、经

营性的真人秀赛制创新，更为真实、立体

地呈现这些说唱者的生活与追求， 引发

观众的多维度共鸣。 由此，节目从定位、

理念、呈现到效果获得高度的一致，这批

充满现实关怀的说唱音乐作品也因之获

得真正的破圈。

破圈不应只是综艺内
部的问题， 而需要积极谋
划产业形态和价值链构建

综艺节目内容生产的垂直化， 是当

下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以

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更多基于

特定小众、 圈层文化和艺术的综艺细分

类型将越来越多地被生产制作。 而已有

小众艺术综艺节目如何打破同质化，获

得持续创新发展的动能， 将成为一个值

得不断讨论的重要命题。 我们需要清醒

地认识到， 小众艺术的综艺破圈不应只

是一个综艺节目内部的问题， 而需要从

产业跨界发展的视域下， 积极谋划产业

形态和价值链构建， 使其文化的破圈真

正转化为消费的破圈。

这是因为， 随着综艺跨界趋势不断

加强， 综艺节目已经愈来愈成为文化及

相关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在文旅融合、产

业跨界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引擎器”和

“发动机”的作用。 时下小众艺术的综艺

跨界要真正实现产业破圈， 不应仅仅看

到综艺节目对相关艺术的公众普及、对

演艺团队的造星效应及对艺术作品的推

介所发挥的传播效应， 不应满足于以传

播推进线下消费的单一形态。实际上，如

何适应文化科技发展的新趋势， 在尊重

和适应各门不同小众艺术自身发展的艺

术逻辑基础上， 推进包括云演艺在内的

艺术形态创新，构建更为完整、丰富的产

业链条，乘势而上，推进小众艺术产业真

正进入大众日常消费之中，这些才是当

下小众艺术综艺破圈真正需要解决的

问题。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包括说唱、舞蹈、相声、乐队、舞台剧等
在内的小众艺术， 日益借助综艺节目亮相公众视
域。 《戏剧新生活》《金牌喜剧班》《声入人心》《这！就
是街舞 》《乐队的夏天 》《舞蹈风暴 》《说唱新世代 》

《德云斗笑社》《声临其境》 等小众艺术和文化类节
目，或成为综艺爆款，频频掀起话题，或口碑高企，

引发圈友四处推荐。 这些综艺节目不仅极大地推动
了综艺节目模式的本土化和原创性，更借助综艺节
目的媒介效应，推动小众艺术和圈层文化的突围和
破圈：声入人心男团一炮而红，带来线下演出一票
难求的火爆局面；而原本只是活跃在圈内的乐队文
化，也因为“乐夏”效应，不仅推动线下音乐节的火
爆，还带动因此走红的乐队票价暴涨，以及演出节
目的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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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在满足青少年
情感需求和自我成长方
面有重要意义

2019 年， 因为做公共领域的亲密
关系课题 ，我开始做追星的研究 ，访谈
了 80 多位粉丝和相关的专业人士。 在
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追星的确存在负面
的一面，比如太过花时间、花钱、容易站
立场等等。 但是，青少年之所以热衷追
星，是因为追星本身在满足青少年的情
感需求和自我成长方面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这恰恰是我们目前太过于重视学
业而忽视的一面。

首先是被看见和被陪伴的情感需
求。 被看见和有人陪伴其实是青少年非
常重要的需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青少
年被更多地关注成绩， 对其评价常常围
绕成绩展开， 其他的需求和情感表达经
常处在被压抑的状态， 而追星成为了其
中一个合理的出口。 因为追星， 遇到了
“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看见了对方，而这
种看见和成绩无关，和自我的个体属性
有关；在共同追星的过程中 ，也建立了
情感的共鸣。 我在微博上经常看到一些
粉丝宣称因为喜欢偶像而走出了抑郁
症，虽然很难辨别真假，但是，这种真实
自我被看见的需求和情感陪伴对青少
年来说是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次是为他人付出的需求，用粉丝
的话说，就是为爱发电。 我在访谈的时
候， 经常看到粉丝们有一种特别朴素，

但是在别的地方已经很少见到的情感，

就是 ：偶像给了我这么多 ，他给了我榜
样的力量，给了我快乐的感受，那么我用
什么回报他呢？ 一位李宇春的粉丝就回
忆自己在高中的时候，和其他“玉米”一
起，买了李宇春的碟片，然后一家家理发
店、超市去送，希望他们能播放李宇春的
歌，让自己的偶像发展得更好。这种想要
为别人做一些事的心态是非常真实的，

也是青少年难能可贵的一个地方。

从弗洛姆的观点来讲，爱本质上其
实是给予，心理学家齐克·祖宾也认为，

人类发展爱的时候 ， 有帮助他人的倾
向。 但是这一点，对青少年来说，其实能
实践的机会很少， 除了偶尔的公益，有
时候想要为家人做点事，可能都会被赶
回去说：赶快去做作业。 因此，追星是他
们为他人付出的一种实践， 很多时候，

这种为他人付出而感受到自己价值的
快乐让追星变得更为“上头”。

再次是成就感。 青少年对成就感的
需求能够解决归属感的问题 ， 即我是
谁，我能做什么，我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这对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 但是，大部
分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难获得
成就感 ，因此 ，对自我的认知常常发生
困惑。 而男生打游戏，女生追星就成为

获取这一成就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很多
青少年追星后都增加了很多技能，比如
P ?、剪辑、翻译等。

最后是社交的需求 。 在日常生活
中，很多女孩都有喜欢的明星 ，就像很
多男孩打游戏一样 ， 如果你完全不追
星， 很可能你就很难融入大家的交流，

而且追星也能认识自己生活圈以外的
人。对青少年来说，常年被困在学业中，

追星是他们离开学业、寻找社交空间的
途径。

从被看见和陪伴、 为他人付出、成
就感和社交需求的四个角度来看粉丝
的很多行为，我们就能理解背后的动机
以及合理性。 而且，就目前的顶流明星
来看 ，带坏青少年的可能性很小 ，在当
下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能成为 “顶流”

的 ， 大多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努力的一
面，品格有问题的 ，也相对比较少 。 所
以，一味反对青少年追星并不利于青少
年的成长。

警惕正向的情感需
求走向极端

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虽然这四个情
感需求本身都是正向的，但是一旦走极
端，往往正向的一面也变成了负面。 简
单来说，饭圈文化有两个特征使得追星
的正面价值可能被破坏。

首先， 是青少年缺乏应有的爱的教
育， 完全不顾及人与人之间的责权利边
界，常常只看立场不看事实，很容易在爱
或正义的名义下， 采取肆无忌惮的行为，

比如通过所谓的“撕”来提高团体凝聚力。

在这一过程中，事实是什么？ 爱一
个人是不是就可以做一切的事情？ 别人
犯错是不是我犯错的理由？不为自己为他
人的事情就天生具有正义性，就可以不顾
及其他人的利益吗？ ……在部分的青少
年中，有关爱的教育是缺失的，因此对于
如何喜欢一个人或者讨厌一个人， 他们
没有思考，很容易被营销号牵着鼻子走。

我在做家庭研究的过程中， 发现很
多父母也会强调：我是为你好！因为为你
好，所以可以随意进入你的空间，不顾及
你的隐私；所以一旦你犯错，我就可以打
你； 所以可以控制你的行为……这些逻
辑和很多青少年对偶像的爱是一样的。

所以， 饭圈文化的问题也是我们成年人
对青少年错误的爱的教育的结果。

第二，也是最严重的，就是整个饭圈
文化内化了商业资本的逻辑，对此不仅没
有反思，反而变成理直气壮的行为准则。

在社交时代之前，明星的价值主要
依靠作品； 但是在社交媒体出现后，出
现了偶像这种新的明星类型。 和过去不
同，偶像的价值由作品 、人设和话题决
定， 资本方决定选择谁来代言的时候，

看数据 ，看带货能力 ，这种新的模式改

变了粉丝和明星的关系。

粉丝做数据和氪金的行为都遵循
了资本经济的逻辑，在其中，营销号、职
业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煽动作用，把
商业的逻辑包装成对偶像的爱和支持
而进行传播。 尤其是设定竞争对手，更
是挑动青少年的神经 ， 让他们凝聚起
来，完成资本的 KPI。 比如，买偶像代言
的产品，饭圈特别讲究所谓的前一分钟
购买量和它的清空时间。 有被访者这样
跟我举例 ：“比如说一个口红套盒上架
了 10 ?份， 如果明星 A 在一分钟之内
清了 8 ?盒， 明星 B 只清了 2 ?盒，就
会被明星 A 的粉丝嘲笑为‘糊’。 ”商业
资本的操作在娱乐圈的合法性是最高
的， 粉丝希望自己的偶像成为人上人、

获得高社会地位，就通过网络数据生产
帮助他获得各种商业资源。

当对一个人的爱被资本利用，被资本
的逻辑捆绑，而粉丝的群体又足够巨大的
时候， 饭圈文化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
个贬义词， 几乎所有的顶流的粉丝都是
让人讨厌的，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们的
粉丝数量庞大， 而且完全用资本的一套
在运作，失去了“爱”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也必须强调，这两个负面逻辑
不仅仅存在于饭圈。 而由于我们对青少
年情感价值教育的缺失，使得商业逻辑
长驱直入地入侵到青少年价值观，因此
这个问题看上去更为普遍和严重。

青少年情感价值教
育这一课亟待补上

对青少年进行情感价值教育显得
越来越重要 。 情感价值教育是指对青
少年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教
育学家杜威认为这一方面的学习比知
识的学习更重要，因为这是自我成长的
基础，是青少年在未来应付生活历程中
所遇到的各种环境的基础。我国也在上
世纪 90 年代的新课程改革中就强调了
情感价值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 ，由于学
校和家庭太过重视学业成绩的教育 ，

这一方面的教育从目前来看是极为缺
失的。

很多人说：粉丝行为，偶像买单，偶
像应该承担起教育或管理粉丝的行为。

这种想法其实非常危险，这等于把教育
的重任寄希望于明星。 明星可以有一定
的引导作用，但不可能起到管理或教育
的职能。 明星本身是资本运作中的一个
环节，更不可能超越商业逻辑来进行青
少年的行为规范，偶像能够做到自己行
为不失格就可以了。 当然，现在的明星
也越来越有责任意识，会引导粉丝把给
予的爱更多地投入到公益中去， 但是，

这仅仅是情感价值教育的一部分。

情感价值教育的职能应该更多由
家长、学校来承担。 在情感价值教育中，

要有能抗衡商业逻辑的基础，才能使得
大部分人能很快明白有些斗争的负面
问题。 我们应该更多关注青少年在追星
过程中的需求 ，假设要取代追星 ，那么
我们用什么去满足孩子的那些情感需
求？ 如果一味地禁止，只能是拱手让出
教育权，孩子更容易被资本和极端的力
量所影响，而这才是最危险的。

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资本无处不
在 ， 孩子已经成为互联网原住民的时
代，重新强调和设计一套情感价值教育
已经刻不容缓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追星文化背后的情感需求不容忽视
沈奕斐

郑焕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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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本身对青少年的自我成长具有积极意义。然而，青少年情感价值教育
的缺失，使得商业逻辑长驱直入，破坏了追星的正面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