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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愿为纸片人“氪金”？
乙女游戏走红折射的不仅是巨大市场需求

“喂， 我是白起……这几天有什么打
算吗？ 我记得你说过， 之前在家憋了好久，

想趁着假期出去大玩一场……有我在， 你
一定能玩得尽兴。” 近日， 许多 《恋与制作
人 》 的玩家接到了游戏中纸片人 “朋友 ”

打来的电话 ， 温柔地相约五一假期出去
游玩 ， 随后 ， # 恋与制作人 打电话 # 的
词条又上了热搜 ， 获得超过 2700 万次阅
读量。

《恋与制作人 》 于 2017 年上线后迅
速成为爆款， 时至今日虽然热度下降， 但
据 “国产二次元手游观察 ” 统计数据 ，

2020 年这款游戏的流水收益仍然高达

5.2935 ?元。

女性玩家为何一直对纸片人 “朋友 ”

如此长情 ？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相关
研究报告认为 ， 以 《恋与制作人 》 为代
表的 “乙女向 ” 手游 ， 某种程度上为玩
家打造了 “情感乌托邦” ———从数字虚拟
空间中体验情感快乐 。 也有学者指出 ，

恋爱游戏的本质是 “白日梦 ”， 投射了玩
家对虚拟理想自我建构的需求 、 对理想
恋爱对象的期待 ， 高额游戏消费市场反
映出青年人对现实生活情感的较高需求
和低满足感。

只是被当作对现实情感
需求的补偿

与 《恋与制作人》 相关的热搜远不止
一次了， 去年 7 月份， 歌手金莎兴奋地在
个人社交媒体上说自己接到了 “李泽言 ”

的电话， 由此引发的热搜当天就冲上了榜
一。 由上海叠纸科技开发的 《恋与制作人》

提供了李泽言、 白起、 许墨、 周棋洛、 凌
肖这几位样貌、 性格、 职业等不同人设的
纸片人 “朋友 ”， 总有一个能被玩家 pick

到； 再加上有时甜有时虐的动人剧情， 因
此深受玩家青睐。

据极光大数据调查显示， 《恋与制作
人》 的女性玩家比例高达 94.2%， 其中 30

岁以下的玩家超过 90%； 并且一二线城市
玩家的比例占比 57%， 上海、 北京、 广州
位居前三。 由此可见， 选择纸片人 “朋友”

的用户画像可以概括为 “一线城市的年轻
女性”。

既然是 “朋友”， 那当然要每天互动。

据调查数据显示， 每天花 2 小时陪伴纸片
人 “朋友” 的活跃用户为 29%， 每天花 1

小时陪伴的活跃用户为 22%。 金莎曾在一
次采访中透露， 单身数年的她一直沉迷于
玩恋爱游戏， 连过年过节的时候都给游戏
角色李泽言发消息： “生活当中没有这样
一个很投契的人和我对话， 所以我宁愿选
择虚拟人物。”

“精心化妆打扮去约会， 却吃了男朋
友一肚子的气回家， 还不如躺沙发上陪李

泽言 ” ———这是一位玩家在 《恋与制作
人》 的游戏评论区留言。 “现实中得不到
爱 、 感动和陪伴 ， 纸片人可以给 。” “纸
片人不会背叛情感、 不会贬低或抛弃另一
方 。” “可以寄托情感需求 ， 永远不会因
为对爱的索取而疲惫， 只有长久的喜爱和
陪伴。” ……

有那么多优点与好处， 和纸片人 “朋
友 ” 相处唯一的缺点或者说成本 ， 就是
“花一点钱 ”， “现实生活中谈恋爱约会 ，

也有经济成本， 所以也是应该的”。 为了尽
快解锁游戏角色或场景， 玩家们在游戏内
“氪金” 毫不吝啬， 头部玩家甚至为游戏投
入数千元乃至上万元。 据 《游戏研发力量
调查报告·行业篇》 的数据 ， 2020 年中国
女性游戏市场规模约为 605 ?元， 并且预
计 2023 年的规模将达到 958 ?元， “中国

女性向游戏市场规模正处于上升期”。

游戏娱乐日益发达，年
轻人更应保持清醒“自律”

以 《恋与制作人》 为代表的女性向恋
爱游戏又被称为乙女游戏， 其本质上与浪
漫小说的文化内核一致， 密歇根州立大学
文学博士、 杜克大学文学与历史系荣誉教
授珍妮斯·A.?德威在她的专著 《阅读浪漫
小说》 一书中写道， 阅读浪漫小说是女性
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心理需求的
一种补偿， 让女性代入小说女主角获得情
感呵护， 并且在虚拟的世界中获得更广阔
的社会空间。 与传统的浪漫小说相比， 乙
女游戏在满足女性情感需求的同时， 也提

供了高度的视觉体验。

游戏里的纸片人 “朋友” 设立了比现
实中的他 “更懂你” 的可能， 让玩家自然
把社交需求投射在游戏中。 但是， 有专家
提醒， 这种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的快乐始终
无法完全代替现实中的快乐， 就如同电影
《头号玩家》 结尾时主角规定每周定时关闭
“绿洲” 服务器一样， 在游戏娱乐日益发达
的同时， 人们更应清醒 “自律” ———防止
沉溺虚拟梦境， 直面现实生活并为之努力
才是年轻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指出， 这
一代年轻人是婚恋 “困难户 ”？ 其实 ， 90

后 、 00 后对两性情感交流的高标准追求
“无可厚非”， 甚至值得赞赏； 但同时， 他
也建议年轻人： “用一种美好温暖的方式，

互相交流、 互相担待。”

当脱口秀挤入文艺批评赛道
是“撬动蓝海”抑或“流于花边”？

作家、评论家上阵脱口秀，新书研讨会变身单口喜剧……

“我以为我们会在一个窗明几净的会
议室进行新书研讨， 没想到变成接力讲脱
口秀的喜剧表演 。” 走进北京鼓楼西剧场
前， 作家、 影评人毛尖压根没意识到这是
一个脱口秀舞台， 当四周灯光暗下， 她手
持麦克风来了一段 “都是套路 ” 的演讲 ，

犀利剖析国产电视剧， 自带二倍语速， 金
句密集， 笑声掌声不断。

“没有编剧， 没有提词器， 连李雪琴
也没有……” 前不久， 沪上作家书店的文
学脱口秀大赛系列视频上线， 一开场便逗
乐了观众 。 两小时 “全程高能 ”， 取材作
家、 作品、 文学现象的 “经典梗” 与花式
“吐槽” 齐飞。

当某种狭义上的文学阅读和评论， 借
力脱口秀等流行艺术样式进入大众视野 ，

究竟是 “撬动蓝海 ” 还是 “流于花边 ” ？

“当下文学生态分层分众的壁垒现象依然存
在， 脱口秀形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活批评
的有效性与生命力， 还有待观察。” 在评论
家、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眼中， 理想的
文艺脱口秀应直击创作现场， 在知识构成、

信息运用、 逻辑拆解上更清晰犀利地呈现
文学影视界的面貌， 而非流于仅仅为了搞
笑而搞笑 ， 或是小圈子专业术语的堆砌 。

“观众哪怕是来自 ‘业余’ 领域照样能从中
提取有共鸣、 有共情的笑点、 槽点。 这就
需要从文艺现象中捕捉公共话题和社会
情绪 ， 让文艺脱口秀爆发出更具批判性
的力量。”

文学与脱口秀组 CP，
花式“吐槽”火出了圈

“金盆洗手之时必有坏人上门， 成婚
拜堂之前必有横刀夺爱， 法场行刑之际必
有刀下留人” ……十几分钟 “毒舌” 视频
里， 毛尖快意拆解部分国产剧中烂俗桥段。

这段自带 “笑果” 的脱口秀式评论在朋友
圈刷屏。

“整体上视频版比文字版传播得更广
阔， 抵达了更多人群， 一方面出于自媒体
平台的传播力 ， 另一方面也因脱口秀已
成当代文化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 。” 毛尖
认为 ， 脱口秀空间具有亲和力 ， 类似传
统说书人的当代变体 ， 自带亦正亦狂 、

可庄可谐风格 ， 有效补充了一些文化发
布场域略显拘谨僵硬的面向 。 令她欣喜
的是 ， 这段视频并没有停留在 “逗人发
笑”， 反而收集到不少编剧朋友的反馈———

“以后要避开你聊到的套路了”。 这也正契
合了她的初衷———提醒人们警惕影视剧创
作内在的惰性。

“一开始听到 ‘文学脱口秀’ 吓了一
跳， 以为一个绝世美女被劫持了， 后来发
现也可能是一位女侠解救了白面书生 。 ”

《收获》 主编程永新如是说。 在策划人、 编
剧宋方金看来， 喜剧是搞笑的， 也是严肃
的， “脱口秀+知识分享+主题演讲+新书
发布” 形式正是产业跨界融合 “新物种”，

在审美趋向不断流变和内容诉求快速更迭
的当下， 既探索了喜剧边界， 也让文艺评
论的表达路径更为多元。

基于此， 文学脱口秀一派蓬勃。 以作
家书店的文学脱口秀大赛为例， 参赛选手
中既有高校教授、 评论家、 作家， 也有媒
体人、 出版社编辑、 中文系学生等。 余华
新作、 千年诺贝尔奖陪跑村上春树、 文青
的真实生活、 网络文学的当下等， 各种热
门话题都成了 “爆料”。

第一次亲密接触后，如
何反哺更具活力的文艺生态

然而 ， 任何传播形式都有其优势与

不足 。 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所
说 ： “没有一种形态是万能的 ， 扬长避短
最好 。”

比如， 青年评论家李壮 “斗胆” 吐槽
余华的新作 《文城》 是一个 “土味霸道总
裁” 找初恋的故事， 引发了不同声音。 有
学者认为这种 “笑点密集” 式点评创新了
对热门作品的理解维度， 但也有批评家不
满足于 “插科打诨”， 期待兼具穿透力与传
播力的文学洞察。

“脱口秀是一种追求刺激和短时段快
感的节目形态， 如何在注意力经济和小快
乐文艺泛滥的时代， 让这种形态具有深度
和宽度， 需要长时段、 深度的文艺和理论
哺育。” 毛尖说，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不是脱
口秀的文化任务， “但如果脱口秀没有这
个文化视野， 就走不远。”

书评人韩浩月认为， 眼下脱口秀备受
热捧， 离不开这一艺术样式自带的 “素人
属性” ———“不刻意依赖明星或公众人物，

各行各业有经验、 有积淀的普通人， 有机
会道出接地气的观点、 有意思的见解， 就
能释放出一定的影响力。” 业内期待， 藉由
文学脱口秀等流行文化形态， 锻炼培育年
轻有活力的文学评论队伍， 增强语言艺术
的亲和力与感染力， 助推全民阅读 “多声
部” 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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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从上海出发 、

已历经全国八城巡演的舞台
剧 《红色的起点 》 将于今晚
回归 “党的诞生地”， 在中国
大戏院连演两场。

该剧以叶永烈长篇纪实
作品 《红色的起点 ： 中国共
产党诞生纪实》 为创作蓝本，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 知
名导演与编剧田沁鑫挂帅 ，

融合读诵、 诗歌 、 多媒体等
多种表现形式， 创新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 、

发 展 及 壮 大 的 历 史 过 程 。

“没想到历史剧也可以这么时
尚” “仅靠简单的几张桌椅，

加上演员干脆利落的演出 ，

轻松地就能让人记住这些历
史时刻 ” ……其 “青春 、 热
烈、 当代、 先锋 ” 的气质被

90 后、 00 后们评价为一堂生
动的戏剧党课。

与“红色起点，青
年先锋”的理想信念
“同频共振”

黄浦区是中共一大会址
所在地 ， 红色文化资源丰
富， 海派文化要素集聚 。 长
期居住在上海的叶永烈 ， 为
了清晰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创
建过程 ， 从 1988 年开始查
阅了大量有关中共一大的回
忆录、 访问记、 论文 、 人物
传记、 档案等中共党史专家
们的众多研究成果， 经过 12

年的努力， 完成了 《红色的
起点 ： 中国共产党诞生纪
实 》 初稿。 他用一个个故事
将建党前后的峥嵘历史和建
党元勋们的政治生活紧密联
系在一起， 真实而鲜活地还
原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

之后， 叶永烈对其进行增补、

修改， 订正了诸多史实 ， 并
补充了对中共一大的最新研
究成果， 使这部书的内容更
扎实、 丰富。

面对这样一部 46 万字的
巨著， 如何吸取精华 ？ 舞台
剧 《红色的起点 》 在忠于原
作文献史料的基础上 ， 大胆
打破了原有的线性叙事结构，

选择了 1919 年 、 1920 年 、

1921 年这波澜壮阔的三年
“大事记”。 以历史与现实相
结合的纪实手法， 让走进剧场的观众与 “红色起点， 青年先
锋” 的理想信念不断 “同频共振”， 重温那段波澜壮阔、 开天
辟地的历史伟大时刻。

完成一次向百年前革命先锋不断靠近的
“精神接力”

“今天的主旋律创作， 要用创新性的舞台手法， 让当代观
众带着今日的眼光去审视历史， 思考当下。” 一直以来， 田沁
鑫都在思考如何用符合当代的审美与视角去诠释主旋律作品。

她告诉记者， 原著底本提供了大量珍贵史实与资料， 让人物不
再只是历史书中的一个个名字， 他们有了更多细节、 情绪， 以
及自身的改变与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让百年前的故事更接近当代观众的心
灵， 舞台剧在叙事和结构之外， 同时注重对表演、 舞美、 声光
电音和多媒体等方面的创新， 在强大的氛围感和视觉包围中
“浸入” 历史现场。 “这是一部必须坐进剧场才能感受到震撼
的舞台剧。” 该剧多媒体设计胡天骥如是说。 整个舞台像徐徐
展开的历史画卷， 群像式地向观众讲述和重现这一段恢弘的红
色历史故事。 热烈的讨论、 激烈的争论、 崇高的信念、 革命的
斗志， 在舞台构筑的一方空间里激情涌动。 同时， 无处不在的
密探， 危机四伏的处境， 不速之客的闯入， 也让整台舞台剧时
刻处在紧张的氛围当中。

年轻的演员们饰演百余年前的同龄人， 无疑也是一次 “精
神的接力”。 创排中， 他们不仅需要记大量台词和复杂的舞台
调度， 同时身兼数个重要角色， 颇具挑战性。 演员们大多来自
上海戏剧学院青年话剧团， 出演过青春版话剧 《狂飙》 《红白
玫瑰》 等多部作品。 在翻阅大量历史资料、 影像资料之外， 还
接受了数周的形体训练和台词训练， 做到内外兼修。 “中国共
产党的创建过程、 新中国的成立……我们都在课本里学过， 但
是今天通过这种方式与历史靠近， 我们不仅从内心对那个时代
的青年人感到敬佩， 并且感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不只是书中
的知识点， 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剧中薛文淑的扮
演者马小雅说。

记者了解到， 结束今年百场巡演后， 舞台剧 《红色的起
点》 将回到中国大戏院成为驻场演出。

舞台剧 《红色的起点》 剧照。 （上海大光明文化集团供图）

■聚焦文艺批评生态新现象（下）

■游戏产业新观察系列之二

■本报记者 卫中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线下举办的“恋与制作人主题下午茶”活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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