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装玄幻剧《斗罗大陆》?前首轮播

出收官，带着观众完成了 “武魂 ”修炼 。

该剧在央视电视剧频道与腾讯视频同

时播出，这在现实题材剧满当当的特别

年份里尤为难得。 之后 ，该剧又在央视

电视剧频道每天晚间 11：06 进行二轮

播出 。

从数据看结果不俗：截至第一轮播

完的数据看，播放量破 42 ?大关，?最

高播放量达 2.11 ?次 ，上线后猫眼热

度 34 ?连冠 ；年轻观众占比也显著提

升 ，34 岁以下观众占比增至 34.4%，高

出 2020 年央视电视剧频道同时段同

年龄段的 13.9%。

不过，集原著唐家三少、改编王倦、

主演肖战这三者之“当红人气”于一体的

该剧，离开播前大家所预期的“破壁”与

“出圈”似乎又有着一些距离。 外行看热

闹，内行总要看门道；如果说业界乐于说

产业， 专家就还得照顾作品的艺术品质

和内情细节。 《斗罗大陆》这个剧就方方

面面而言，皆可打开来一说。

原 作 的 特 点 决
定 了 其 影 视 改 编 的
首 要 任 务 应 是 打 破
?龄圈层

首先它不仅是一部剧 ， 它是一部

IP。 IP这个词终究不再陌生， 在中国文

化产业的语境中指代具有粉丝经济特征

的可生产、 可衍生、 可资本化的内容资

源。 《斗罗大陆》 是一部网络小说， 没

有它的创造者网络作家唐家三少， 也就

没有了它的世界。

这部小说起始于2008年12月的起点

中文网 ， 是唐家三少的第九部小说作

品， 也是他最火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

这部作品寄托了唐家三少的青春热力和

迈向产业化、 国际化的一系列梦想， 在

整个儿网络文学市场化、 全产业链开发

以及海外传播的过程中， 唐家三少曾描

述过他对 《斗罗大陆》 的期待： “我希

望能够创造出一个超级IP， 做连载式

电影， 就像蜘蛛侠、 超人、 哈利·波

特、 魔戒那样。 做出我们中国自己的

大IP。” 所以 《斗罗大陆》 其实远远

不止目前电视剧甚至动画片、 漫画改

编所呈现的冰山一角， 唐家三少想把

它连成一个系列的世界观， “斗罗大

陆是第一部， 第二部是已经完本的绝

世唐门， 龙王传说是第三部， 之后还

有第四部。 分别写斗罗大陆这个世界

的冷兵器时代、 热兵器时代、 高科技

时代、 星际时代”。 唐家三少也以劳

模的工作态度每天写、 不断更， 并依

赖IP开发的产业价值， 成为了中国最

有市场价值的作家之一。

说这些关于 《斗罗大陆》 原创小

说和作家的信息并非闲笔， 它们关系

到影视剧改编的种种问题。 恰如唐家

三少自己清晰意识到的， 《斗罗大陆》

吸引的读者年龄是8岁至25岁之间， 并

且有媒介上的分层， “改编的漫画主

要针对8岁至12岁的孩子， 12岁至15岁

的孩子喜欢购买纸质书， 其他都是在

网上阅读”。 那么， 理想化的角度， 影

视剧媒介所承担的可能就不是巩固既

有年龄圈层的功能， 而是 “破壁” 与

“出圈”， 这是IP的梦想， 也是既有的

媒介经验提供的可能性。

2018年1月， 由企鹅影视、 玄机

科技联合出品的 《斗罗大陆》 动画片

开播， 以每周更新一集的速度连载，

虽然制作速度慢、 制作成本高， 但由

于忠实原著 、 精品3D感强 ， 为唐家

三少和 《斗罗大陆》 凝聚起了十余年

前早已成长的老读者， 并广泛带动了

青少年观众的增量， 播放量已破270

?次， 成为国产动画振兴的一个标志

性作品。 换言之， 动画提供的IP改编

的新媒介、 新艺术样式， 在 《斗罗大

陆》 生成至今的12年历史中发挥了它

良好的 “破壁” “出圈” 效应。

不过 ， 若对标其它网文作品 ，

《斗罗大陆》 借动画实现的出圈又显

得相对有限。 不用说一部剧带红作者

的 《甄嬛传》 《琅琊榜》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 这些都是网文女频的作品， 那

么2019年热播的 《庆余年》 则成为男

频网文改编至今最重要的 “破壁 ”

“出圈” 的范例， 为原著小说和网络

文学走向了更为大众的空间和更为多

元的代际。

话题度与出圈
度不匹配的背后，是
其改编之难

理论上讲，《斗罗大陆》 的影视剧

改编是存在两条路的，一条是做加法，

也就是为了实现 IP 超越原有年龄段

局限或者打通更多年龄代际，做内涵、

做复杂度， 另一条是力图维持原有年

龄圈层， 但问题是具体切在哪个年龄

细分段落呢？ 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电视剧《斗罗大陆》也不仅

是“一个”IP，而是IP与 “顶流 ”“金牌 ”

的叠加。唐家三少的小说是原始IP，然

后演员中的男主、 饰演唐三的肖战是

“顶流”，编剧王倦是“金牌”编剧，就在

一年多前《庆余年》奠定了他黄金编剧

的身份，热度丝毫未减，不少观众即便

并非《斗罗大陆》的爱好者也会像唐家

三少说的那样“我相信王倦老师”。

然而，《斗罗大陆》 的剧改选择的是

做减法，并且减得有点尴尬。从原著粉的

角度，整个剧每一集都可以吐槽，比如为

什么让20岁的肖战从6岁的唐三武魂觉

醒开始演， 为什么要修改原著人名、学

院名，为什么要随意变更人物武魂等级

和修炼获得魂环的规矩……这些从独

立的编剧技艺来讲， 依旧可以忽略，因

为原著粉很大程度上会是原教旨主义，

动辄得咎，但类似的吐槽中存在一个最

大的合理性，那就是《斗罗大陆》的剧改

将小说的复杂度进一步降维， 变得更为

简单、潦草，这如何完成“破壁”“出圈”的

功能？

降低了唐三以及史兰客七怪前进和

修炼的内在动因和矛盾冲突的改编，使

得逻辑上有Bug感以及情感情绪的动力

不足，线性的打怪升级主导了情节，幕后

操纵者是不是唐三父亲唐昊以及唐三母

亲当年的生死之谜欠缺了深刻的引导

力，甚至算上特效不差，但肯定从成本考

虑远非原著构想的质地。所以，减法的结

果是， 这部原著底子就更多定位于青少

年思维特征的IP， 在剧改之后直接成为

贴着青少年观影（思想力和审美趣好）的

青春励志剧。相比之下，像《庆余年》那般

比较复杂的人性、 权谋、 扑朔迷离的人

设、解谜的悬疑感所保证的剧的复杂度，

才能够应对成人与现代人的智力密度。

但鲁迅先生也讲，“清浅也是一种味

道，一种别样的美丽。 因此，即使成不了

大江，是一条小溪又有什么不好？ ”一部

青春励志剧，热血、友爱、清爽、简单，何

况有流量明星，演得中规中矩，也没有什

么不好？ 笔者身边还是能见到一些既非

原著粉，又非肖战粉的观众，简简单单接

触到了眼前这部《斗罗大陆》，简简单单

看完了说句“还不错啊”，然而他们的人

数并不算多，也不会在抖音、微博、豆瓣、

知乎、B站等各大舆论平台热议、 打分，

并且作为成人观众， 他们似乎又觉得剧

中男女的感情线也接近于无， 确实是溪

水般平淡了。

那么如果此剧索性经营和介入到今

天的初高中生人群中， 成为他们热爱并

且社交的话题，相信也是为《斗罗大陆》

拓展新受众的工作， 然而又没有真正下

沉到这崭新的年龄段， 孩子们也就成了

沉默的群落。 这就是我想说的 《斗罗大

陆》的剧改之难，以及目前剧集在精准分

析后不乏尴尬的地方。

所以，《斗罗大陆》 电视剧的热度并

不主要来自于其IP的精品改编， 而是另

有泉源。 目前该剧的豆瓣评分是6.5，有

超77万观众参与评分， 五星和一星比例

几乎相同， 都在30%上下， 评论两极分

化， 原著粉和肖战粉在其中是真正的主

力。 知乎带话题的人群类似，只是更有平

台使用者一贯的吐槽感；抖音更倾向于粉

丝“安利”且有官宣色彩；微博多为肖战或

吴宣仪的粉丝；B站则是年轻化的口吻，主

要吐槽的也是演员和剧情 。 这些都在证

明，《斗罗大陆》 是一部话题性极强的剧，

那些颇为喧嚣的热度原来“功夫在诗外”，

原著IP和当红演员刺激了效应，剧集成了

镜子、成了引信。

不过，怀着职业感观剧如我 ，还是有

过入戏的、代入式的触动，我那刻曾做下

了笔记：23集， 唐三和小舞战无恶不作的

凶神战队，其他史兰客成员主动请缨共同

进退，他们围在一起宣誓道“替天行道，惩

恶扬善，是我们史兰客少年的正义使命”，

学苑院长兰德和大师玉小刚在门外，兰德

说“他们就像当年的我们”。

每一种剧都有它的燃点——— 一种生

命感，生命意志和道德情怀 ，如果你真的

沉浸到作品流淌过来的细节里 ； 相对应

的，写作、表演、做剧，都要认真负责地、充

满耐心地打磨这些燃点升腾的来龙去脉，

依偎和敬畏其中的技术与艺术，把“诗内功

夫”与“诗外功夫”结合得会心而体面，让观

众被真实的生命形式打动， 那是艺术家的

幸福。 这些是我从 《斗罗大陆》 这个来之

不易的 IP的历程所想到的。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斗罗大陆》是一部话题性极强的剧，那些颇为喧嚣的
热度原来“功夫在诗外”，原著 IP 和当红演员刺激了效应，

剧集成了镜子、成了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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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网络评分不能失信于大众
“粉黑对冲”与“平台沦陷”敲响警钟：

尹一伊

粉丝养号：

人力与平台算法
的博弈

简单来说， 影视作品的网络评分之
所以“可信”，是因为它是理想状态下对
受众参与、 集体智慧与网络自治的一种
体现。评分网站的自我要求越严格、评分
机制越透明， 大众就越容易接受这些评
分的“代表性”。

与此同时，影视评分网站要真正能
够汇聚成一个集体的口碑趋势，还需要
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合理的技术算法 。

一方面，人们之所以倾向于相信评分网
站上的评分而非影视作品出品方的数
据，正是由于人们认为算法“把关”更具
客观性和公正性。 在国内外一些主要影
视评分网站的公开规则中，每位注册用
户都能够进行打分，而每位用户的打分
都会被计算至最终评分中。另一方面，算
法还必须承担过滤无效打分、 筛选真实
打分的作用， 这意味着作品的最终得分
既不可能是所有用户分值真正的平均
数， 其计算公式也不可能被完全公开：

只有保持规则的相对模糊，才能规避有
的放矢的“刷分”行为。

实际上， 不少评分网站都有一套衡
量、 分配评论帐号权重并进行总分核算
的保密公式，而这种“算法霸权”也的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生效的。但是，粉丝
的“养号”行为形成了对算法规则自下而
上的瓦解。 他们通过一种有违评分网站
长期以来的实践规范与社群公约， 却几
乎合乎技术规则的方式， 完成了对算法
过滤的“破解”。

对于粉丝而言，“养号” 是一个复杂

而长期的实践过程， 他们需要尽量避
免一切被系统判定为水军或无效号的
可能性，迅速将大量帐号从“生”（低权
重）养到“熟”（高权重）。 简而言之，粉
丝们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对现存作
品发布比较有质量的评价和评分，从
而“欺骗”系统将自己的帐号判定为有
效。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其实不然，许
多明星粉丝群体内部都有专门负责网
络打分平台的组织， 他们会为其他粉
丝提供细致的游戏规则。 例如， 尚未
“成熟”的新帐号如果连续打出过于偏
离作品现有平均分的分数， 则容易被
系统判定为异常帐号； 用同一台手机
反复切号，也容易造成“熟号反生”。而
粉丝用来判断帐号“成熟”的标准甚至
有点荒唐： 当一个帐号为一部评分在
9分以上的电视剧打出5星并留下短
评， 且在退出帐号后能够在作品短评
的展示页面中看到自己的短评被显示
时，这个帐号才是“有效帐号”。从理解
权重和帐号有效性的角度来说， 这个
判断标准可说是毫无逻辑， 却非常有
效地 “破解” 了平台对权重的神秘算
式。 粉丝们对于“养号”规则的知识获

取完全是经验性的、自下而上的，他们无
法、也无需参透算法公式，却通过大量重
复的经验测试而习得一套抗衡算法的实
践规则，开启了和算法之间的赛跑。

粉黑对冲：

资本逻辑对公众
话语空间的入侵

这种对算法规则自下而上的瓦解之
所以在粉丝实践中生效， 一是因为强烈
的情感驱动让粉丝能够大规模、有组织、

不求回报地完成重复实践， 二是由于行
业内的流量竞争将网络评分带离了公众
话语空间，打分行为被劳动化，进而卷进
了资本的撕扯中。

舆论在谴责粉丝侵占公众话语空
间、侵犯他人权利时，往往容易产生一个
误解， 即认为粉丝养号打分的行为是为
了人为地抬高偶像作品的得分， 营造虚
假好评的泡沫。 然而，在社群内部，粉丝
们将养号理解为一种“军备竞赛”，目的
是在竞争对手豢养的“职业黑子”（水军）

冲进平台对作品恶意打分时， 能够实现
有效防卫和对冲， 使得高低分抵消后的

分型更接近作品在大众心目中的真实
分数。从《斗罗大陆》的案例来看，分型
也确实达成了1星和5星在数量上的
相互抵消，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狼殿
下》《有翡》 等新近播出的由当下顶流
主演的影视剧中。因此，与其说粉丝的
“养号”是一种主动蓄谋，不如说是一种
对于资本竞争环境的想象、 体认和反
应。 因为在大部分明星粉丝的经验中，

偶像作品发布、资本竞争、水军刷低分、

多平台“营销号”联动、作品和偶像的声
誉被人为破坏，是一连串事件链条。

而娱乐行业和网络平台长期以来
对粉丝实践劳动化的规训与教唆，使
得这一串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对粉丝
造成极大的情绪威胁。一方面，职业化
“水军”储备帐号、恶意刷分的方式无
论从规模、组织形式还是实践方法上，

都不同于粉丝自发、无偿的养号实践，

这一产业链的运转不仅受用于行业恶
性竞争，而且还因为能够在对冲、冲突
中制造可观的流量而被平台在一定程
度上默许。 另一方面，在目前演艺、娱
乐行业的市场体系中，对抗职业化“水
军”的责任通过某些情感刺激、非物质

奖励被强加在粉丝身上， 成为了粉丝礼
物经济与数字劳动的一部分 。 而粉
丝———无论在大媒介环境中显得多么强
势、 无理和富有攻击性———显然在这种
不平等的对抗中处于弱势。 在这样的结
构中，“养号”“对冲” 等行为在粉丝群体
内部被道德化、合理化，也被赋予了“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正当性。

因此， 这种冲突不应该被简单地理
解为明星粉丝和网站用户之间的对立，

甚至也不是粉与黑之间的战争， 而是公
众话语逻辑和资本话语逻辑之间的缠
斗， 其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对公众话语空
间的入侵。因此，对影视作品网络评分现
状的理解， 不应局限于对粉丝或者 “饭
圈”的谴责。

完善评分机制：

建立多中心 、多维
度评价体系

“粉丝养号风波”所引起的社会舆论
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星粉丝和网络平台都
敲响了警钟，然而围剿“饭圈”和粉丝，将
他们驱逐出网络公共空间，绝非合理、有

效的解决方案。 只要恶性竞争行为与由资
本引导的“数据决定论”依旧存在，粉丝就
很难不被“胁迫”着继续隐秘而谨慎地“养
号”。 长此以往，平台上的用户群体或许会
分裂， 普通观众可能将学会以分型的 “凹
型”和“山型”来判断影视作品的性质与品
质，而被识别为“粉丝作品”的影视作品则
将因此受限于圈层消费，深陷“粉黑对冲”

的流量漩涡。这对于影视行业、演艺行业和
网络公共领域的长期发展而言， 都绝非理
想的未来图景。

整顿行业风气 、加强平台规范 、培养
粉丝与青少年受众正确的价值观，这些长
期措施固然都重要，然而在建立更合理的
影视作品网络评价体系的道路上，“消灭”

或噤声一部分粉丝永远不该是适选方案。

在当下，针对不同类型的受众与信息建立
分众的、 具体的影视评价平台与评分机
制， 或可有效保障各方话语的可见度，同
时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多渠道的信源与参
考对象。 围绕单一机制、单一平台的中心
化评价体系，就容易导致各方为了争夺中
心的话语权而投入资本。 而多中心化、分
众化的评价体系，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平
衡冲突局面。 例如，在国外，以影视媒体、

专业影评人为评价主体的 “烂番茄 ”网站
和以大众为主体的Imdb就对彼此形成了
制衡，而在国内，淘票票、猫眼等评价体系
也正在逐渐得到一些重视。 如何从中国的
行业、社会现实出发，一方面建立不同维
度的网络评价体系与平台，另一方面从整
体上健全完善影视评价体系，是真正迫在
眉睫的问题。

（作者为传播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
青年教师）

“减法式”剧本改编使原作的复杂度进一步降维

夏烈

在互联网时代， 影视作品的网络评分已经成为观众进行消费决策的重要参考， 越来越多的观众和媒体也开始以豆
瓣、 猫眼、 淘票票等平台的评分来概括某部影视作品的口碑。 然而， 随着网络平台对受众选择和作品成绩的影响逐渐
深化， 网络评分也开始成为常见的营销手段和市场决策参考， 继而成为各方势力争夺 “评价话语权” 的场域。

2020 ?末， 图书编辑投诉某明星粉丝在豆瓣平台对大量作品进行刷分、 复制无效评论， 将 “粉丝养号” 的暗流引
入了大众视野中。 2021 ?初， 由肖战主演的电视剧 《斗罗大陆》 在豆瓣开分， 其中五星满分和一星最低分平分秋色，

各占总评价的 30%， 导致分型一反豆瓣上 “以三、 四星评价为主、 分型多为 ‘山’ 字型” 的常态， 呈现出一个奇特的
“凹” 型。 近日， 有关部门发布公告， 提出在鼓励创作的同时健全完善电影评价评估体系与机制， 再次让影视评分体系
成为关注的焦点。 影视评分网站如何维持公平性、 避免网络评分失信于大众， 成了迫在眉睫的议题。

一种关注

▲电视剧《斗罗大陆》剧照

荨 动漫《斗罗大陆》剧照

《斗罗大陆》为何没能破壁出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