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现实， 讴歌时代， 关注社会变迁， 书写人间冷暖，

历来是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优良传统。 近两年， 现

实题材 “爆款” 的诞生证明了， 中国观众对反映真实生活

的精品剧作始终怀抱期待 。 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倡导的

“三个重大” 创作 ， 即重大现实 、 重大革命 、 重大历史题

材， 同样对如今现实题材创作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

在此背景下， 《我在他乡挺好的》 能取得口碑与市场的双

重突围， 值得关注。

观点提要

警惕粉丝集资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
黄启哲

粉丝集资 ， 这一 “饭圈 ” 顽疾 ，

在今年 “清朗· ‘饭圈’ 乱象整治” 专
项行动中得到强有效控制 。 “超级星
饭团 App” “魔饭生 pro” “桃叭 ”

等多款追星应用的下架无疑重创了未
成年人应援集资的乱象 。 今年五月 ，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就发布公告 ， 将对
发起商业集资或者收受粉丝集资财物
的行为启动评议程序 ， 根据评议结果
对涉事演艺人员实施 “联合抵制 ” 等
行业自律惩戒措施 。 监管重创 、 协会
惩戒 ， 可以让明目张胆的集资暂时偃
旗息鼓 。 然而 ， 面对集资转至地下运
作 、 境外敛财的可能性 ， 我们必须时
刻警惕 ， 避免畸形的饭圈文化和病态
的偶像经济， 以打赏、 销售虚拟产品、

虚拟货币交易等形式卷土重来。

首先要明确的是，粉丝“集资”到底
集的是什么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引导
粉丝集资的平台、公司和职业粉丝宣扬
集资能带来什么，方能对症下药。

粉丝 “集资”， 集的是养成偶像的
参与感 。 比起从专业院校毕业 、 亮相
之初就有一定素养的艺人 ， 如今的粉
丝更愿意为 “一张白纸 ” 起步的 “养
成系偶像 ” 埋单 。 他们缺少技能 、 文
化素养不高甚至颜值也不算 “能打 ”，

但粉丝可以从 “普通 ” 的他们投射到
自己。 仿佛投资一支 “潜力股”， 后续

偶像凭借粉丝 “财力 ” 所获得的顶级
资源 ， 都被视为 “投资成功 ” 的一种
回报 。 因而社会新闻中 ， 不乏年轻人
即使打工收入微薄 ， 也要拿出三分之
二的薪酬去 “供养 ” 衣着光鲜明星的
案例 。 看似荒谬的背后 ， 是粉丝们
“让他替我完成梦想 ” 的 “殷切企盼 ”

与 “为人父母式 ” 的 “无私奉献 ” ：

“自己的人生已经很辛苦了， 希望偶像
能够过得好一点 。 看到他顺风顺水 ，

就是最大的心愿。”

粉丝 “集资”， 集的是操纵资源的
掌控欲 。 粉丝希望让喜欢的偶像 ， 可
以突破既有的艺人成才模式和评价体
系 ， 仅仅凭借部分粉丝群体的喜爱逆
势而为 。 投入大量金钱精力的粉丝 ，

未必不知道偶像实力有亏 。 也正因如
此 ， 要想自家偶像在流量至上的语境
中 ， 从一众同质化艺人中脱颖而出 ，

粉丝深知购买力便是话语权 。 因此 ，

某明星陷入低谷时 ， 粉丝一再通过购

买力 “亮肌肉”， 认为 “只要粉丝群体
还在， 艺人就不会 ‘凉凉’”。

粉丝 “集资”， 集的是虚假繁荣的
攀比心。 个体难以实现的 “炫富”， 在
集资堆砌的天文数字中获得满足 。 曾
有一段时间 ， 粉丝集资租下纽约时代
大屏广告位成为明星生日的 “标配 ”。

如此 “怒刷存在感 ” 的氛围之下 ， 粉
丝为偶像集资庆生成为一种 “饭圈内
卷 ” 的恶性竞争 ， 非要连国内外主要
城市的地铁 、 车站 、 报刊广告 ， 甚至
邮轮、 直升机也一并 “包圆”， 才算彰
显粉丝的忠诚度 。 迈入第八个年头的
SNH48总决选即便未能引起大众话题，

但累积多年的粉丝 “基本盘 ”依旧让总
票数较去年翻了一番 。 有人估算了一
下，4000多万的总票数价值1.4亿元人
民币！ 别问理由，“不能送她进圈上台领
奖 ， 还不能让她留在现场看完总决选
吗”？ 攀比炫富的气氛下，一个总决赛的
冷板凳一样让粉丝 “抢破头皮”。

集资的平台与职业大粉 ， 正是拿
捏住了粉丝的参与感 、 掌控欲与攀比
心 ， 便有了一系列更疯狂的造作 。 原
本自觉自愿的集资 ， 在粉丝意愿不够
强烈之时 ， 则会演变成 PUA———靠各
种方式 “按头 ” 粉丝完成集资 。 今年
四月 《青春有你 3》 播出期间， 选手余
景天集资金额未及预期 ， 余景天的后
援会列出了评论点赞 、 打榜等五项
“惩罚” 任务， 要求粉丝择一完成。 而
由于集资平台审核不严 ， 集资大粉
“卷款跑路” 的事情不时发生。 比赛结
束 ， 集资购买的选手周边产品迟迟不
发货更是家常便饭 。 就在最近 ， 一例
挪用粉丝集资案一审判决， 人们惊觉，

发起百余万集资的竟是当时只有 17 岁
的少女 。 而平台则深谙激发粉丝 “斗
志 ” 的敛财机制 ， 凡是有单人销售数
据 ， 必然会有排名 PK。 这种氛围之
下 ， 粉丝一面骂着平台吃相难看 ， 一
面为了偶像的体面照单全收。

眼下，在专项整治行动中被“下架”

的追星应用都有一定的整改措施。 在大
量违规账号被封号、禁言后，宣称“你不
投我不投，爱豆何时能出头”的后援会、

粉丝群也暂时销声匿迹。 而没过几天，

网友便发现 ，所谓的 “禁止未成年人集
资”不过是勾选所谓“风险提示”。 “禁言
30 天” 丝毫不妨碍某些大粉披着 “马
甲”，启用“小号”以 “黑话 ”对粉丝发号
施令 。 平台的自查自纠岂能只是这般
“门面功夫”？！

针对于此 ， 常态化 、 渐进式地加
大对涉嫌诱导未成年人的集资平台和
涉事账号的惩戒力度须提上日程 。 在
此基础上 ， 我们还应警惕追星平台地
下、 境外运作后， 一旦事发追责困难，

以及用虚拟产品 、 代言产品销售替代
现金集资这样 “换汤不换药” 的模式。

此前 ， 偶像马嘉祺高考失利 ， 后援会
首先将其归因于此前集资 700 万元未
能被公司时代峻峰用于偶像综合素养

提升 。 尽管公司声明明确否认接受集
资 。 但有业内人士指出 ， 如是向粉丝
出售虚拟产品为旗下艺人或歌曲助力
等形式获利 ， 其本质上并无差别 。 要
知道 ， 虚拟产品可以无限量发售 ， 在
不限制粉丝购买数量的情况下 ， 不再
是个人作品 ， 而是沦为集资的 “标的
物”。 在此种情况下， 就需要严格规范
偶像经济中虚拟产品定价与销售渠道，

并要求平台以实名账号方式限定购买
数量。

对于艺人的培养 ， 应是重人品修
养与演艺技能的全方位成长 ， 而不是
靠数据流量与狂砸资源 “强捧”， 更不
是利用未成年人的喜爱信任乃至金钱
“上位 ”。 这本该是上至平台下至艺人
个体都应遵循的根本原则 。 根除流量
逻辑下的畸形 “饭圈 ” 潜规则 ， 是为
让未成年人回归健康快乐追星的成长
空间 ， 更是让身在娱乐圈的每一个生
产环节， 回归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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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的真实性：
写出人物与粗粝现实间的摩擦和坚韧

李京盛

《我在他乡挺好的》《理想之城》《乔家的儿女》等热播剧，共同构成现实题材播出矩阵

今年电视剧的播出呈现显著特征 。

上半年， 多部党史题材大剧为庆祝建党
百年营造浓郁氛围。 进入七月以来， 各
平台主打现实题材剧集 。 从已播完的
《我在他乡挺好的》， 到正在播出的 《理
想之城》 《乔家的儿女》 等剧， 共同构
成了现实题材播出矩阵。

聚焦现实， 讴歌时代， 关注社会变
迁， 书写人间冷暖， 历来是中国现实题
材电视剧创作的优良传统。 近两年， 现
实题材 “爆款” 的诞生证明了， 中国观
众对反映真实生活的精品剧作始终怀抱
期待。 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倡导的 “三
个重大 ” 创作 ， 即重大现实 、 重大革
命、 重大历史题材， 同样对如今现实题
材创作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我在他乡挺好的》能
取得口碑与市场的双重突围，值得关注。

这部剧难称其 “大”： 作品体量不
大， 12 集， 每集 70 分钟， 若以常规电
视剧标准来衡量， 相当于 20 集； 作品
内容并不宏阔， 讲的是数位 “社畜” 的
打工生活故事； 制作也非大手笔， 没有
通常意义上的名导演 、 名编剧 、 “流
量” 演员等。 但偏偏是它， 在不具备各
常规 “爆款” 指征的前提下， 火了。

回顾这些年的现实题材， 虽然它占
据了创作的主流与主导， 但许多时候，

观众生出最多不满的也恰恰是现实题
材。 悬浮、 哭穷、 卖惨、 炫富、 注水、

另类、 浮夸等弊病， 都是观众对现实题
材剧最为集中的槽点。 许多创作者有相
似的困惑， 在针对现实生活的讨论时，

“假” 固然不行， 但原封不动地照搬生
活， 这样的 “真” 也未必是成功之道。

从这一层面讲， 几乎 “零差评” 收
官的 《我在他乡挺好的》， 给现实题材
创作提供了非常值得剖析的话题———对
一部聚焦常规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 什
么是 “爆款” 基本法？

应该说， 这部作品的成功， 根本原
因在其实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
情怀的统一。 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 有

三个关键性的维度： 第一， 不回避现实
矛盾和人生困顿； 第二， 不质疑社会和
人心中存在的温暖、 同情、 善良、 友爱
等正向价值能量； 第三， 不放弃在任何
困难面前个人为追求自我价值与生活目
标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把握住三者之间
的关系和平衡， 是创作现实题材作品的
基础。

以 《我在他乡挺好的》 为例。 开篇
前两集， 剧情偏向 “我在他乡挺苦的”。

循着胡晶晶自杀的线索 ， 一系列不如
意 、 一系列的生活卡顿与困苦逐一浮
现， 包括被好朋友同事偷走工作方案甚
至栽赃， 还有各种情感的迷茫困惑， 等
等 。 观众看见的是每个上司都殚精竭
虑， 每个下属都提心吊胆， 生活在剧中
那样匆忙慌乱的状态下， 确实有扑面而
来的压抑感。 生活给大都市现代人带来
的焦虑感， 在他乡打拼的惶恐和不安全
感， 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等， 都是观
剧时会在心头交织的真实感受。 创作中
没有回避对这些问题的描写， 但也并未
将这些问题简单地当作对美好时代的一
种负面表达 。 《我在他乡挺好的 》 勇
敢、 大胆、 真实地切入了外乡人不如意
的日常生活， 使其拥有了生活真实的力
量。 但仅有这一个维度是不够的， 仅此
一维， 创作必然要滑向卖惨、 抱怨、 颓
唐乃至失去价值表达的意义。

第二个维度是作品能很好地把第一
个维度中表达出的生活艰辛苦难作出化
解———不质疑在社会和人性当中存在的
温暖力量。 剧中， 在面对人生困顿时、

在每个困难发生后， 创作者都在心灵治
愈力上用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 传递着
在社会生活中永恒存在的人性善良和关
怀以及互相理解 、 互相支撑与互相鼓
励。 胡晶晶在超市帮助了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回报她自制的绿豆糕； 狼狈的乔
夕辰搬家时， 搬家工人顺手帮她修好了
行李箱的轮子； 胡晶晶生命最后一天，

警察祝她一声 “生日快乐” ……通过细
节的浇灌， 作者把真正的社会价值和人

性价值沁入在苦难和磨难中， 这是对生
活艰辛的最大的治愈力。 现实题材缺了
这样的维度也是不真实的。 一味呈现残
酷现实并不是真实的全部。

第三个维度在于写出了真实生活中
人性的坚韧。 剧中的四位女性普通到就
是身边的 “她们”。 这样的普通人， 不
放弃想要实现目标的决心和勇气， 哪怕
许言最后回到故乡， 她的姿态也不是退
却， 而是生活给予她成长成熟后的理性
选择 。 哪怕是胡晶晶的自杀 ， 虽然惨

痛， 但却充满同情和理解的力量， 那一
刻画面中出现了天边晚霞与向日葵图案
的手机壳， 这样的镜头语言表达出对一
个年轻生命没能在最艰难时刻撑住的惋
惜。 而剧中其他时候， 人物无论遇到什
么样的难题， 都不放弃自身的努力和对
人性中正向价值的坚守。 面对生活中的
不如意， 甚至是 “小人” 的计谋构陷，

她们没有采取 “以毒攻毒” 式的反击，

她们也没有用任何的 “职场攻防术” 来
反治对手， 而是始终相信真相一定会大

白。 她们既不耍手段， 也不搞 “腹黑”，

这就是一种人性的正能量所在， 也是人
生的拼搏精神。

也正是这种力量， 让这部作品中所
描写的一切人在异乡的艰难， 具有了砥
砺人生的意义。 正能量不是口号， 不是
生活表面的光鲜， 它恰恰存在于人生命
运和粗粝现实之间的摩擦， 摩擦系数越
高， 人心价值坐标上的亮度就越强。

在我看来， 在现实题材创作中， 坚
持不回避现实矛盾， 不回避人生困顿；

同时不质疑人性当中的美好和社会生活
中的温暖和同情的力量； 亦不放弃个人
的努力———这三个维度是 《我在他乡挺
好的》 不同于其他电视剧的主要特点之
一。 同时它也说明， 现实主义题材创作
不仅要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 也要引导
观众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多个层面， 从而
辨证地理解时代和看待人生。

（作者为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
合会副会长、 著名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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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新视觉时代审美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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