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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就在《反食品浪费法》刚发布后几日，一段“倒奶
取票”的视频，曝光了偶像养成类选秀节目的粉丝为给自
己喜爱的“爱豆”投票，成箱购买瓶盖上印有二维码“奶票”
的酸奶饮品，雇人开盖“取票”并将大量牛奶倒入沟渠的恶
劣行为，引发舆论强烈谴责。随后，相关节目被责令暂停，
以偶像养成为卖点的选秀节目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饭圈”倒奶事件的迅速发酵立刻引起了相关部门的
关注和响应。5月8日，国家网信办将饭圈网络行为列入整
治范围，力求引导青少年理智追星。5月10日，北京市广电
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打击饭圈非理性应援现象，严禁机构和个人“花钱买票”

“集资打投”等行为。近年来，偶像养成类节目在政策严控
下，依然挖空心思在追星造星上制造各种噱头，不仅违背
了节目才艺选秀的初衷，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偏了青少年的
价值观。乱象丛生的偶像养成综艺节目，在经历了野蛮生
长和盲目自信之后，也该降降温了。

“唯金钱论”的评选机制不值得信任
“奶票”问题涌现的背后，是选秀节目“氪金”投票模式

（指花钱买投票）的积弊已久。2018年，以《偶像练习生》为
代表的选秀模式席卷市场，带来一阵养成系热潮，也掀起
一场粉丝“氪金”的追逐战。与早期《超级女声》《我型我秀》
等节目采取电话、短信投票方式不同，“青春有你”“创造
营”系列的偶像养成节目设置的票源主要来自两部分：一
种是通过平台账号投票；另一种是通过节目赞助商产品附
赠的票卡。在《青春有你3》中，由于赞助商是奶制品品牌，
又被称为“奶票”。奶票的数量在多轮竞演中能够直接关联
选手获票数，带来“出道”排名增益，一些粉丝以社群为单
位，集中买奶投票，为此形成囤票竞争。至此，牛奶与票卡
分离成为常态，粉丝眼中奶票价值重于牛奶本身。

一味采用物质化手段高价“筑梦”进行快餐式造星是
舍本逐末。在节目的多轮“撑腰”“助力”中，粉丝争先恐后
陷入买票的拉锯战，后援会之间的攀比愈演愈烈。集资买

“奶票”成为主要手段后，“代投”行业风生水起，黄牛票价
水涨船高，为了投票效率而倒掉牛奶的荒谬行为甚至不足
为奇。选秀节目为了占领市场份额，获得粉丝经济红利，投
票活动做得五花八门，商品应援策划层出不穷，但就选手
素质和竞演内容而言，皆以话题热点为指向，实力评价机
制俨然成为空壳。表面上看，以偶像制造为靶向攫取收益，
是粉丝、平台和商家“共赢”的吸金策略，而实际上，物质化
造星只会创造昙花一现的人气，培植享乐拜金风气，单一
考核指标让粉丝追逐转瞬即逝，违背了选秀节目追梦的主
旨，将整个选秀市场引向下坡路。

粉丝这样的“疯狂”行为与节目组的“资本运作”密不
可分，他们用特别制定的投票机制刺激粉丝花钱，利益最
终流向的依然是平台跟广告商。平台的“唯利是图”与粉丝

的“盲目追星”均已背离了“选秀”节目的初衷。最终，《青春
有你3》停播，所有选手助力通道暂停。高价追星、花钱买
票等行为违背了节目甄选原则，扭曲了正当的节目营收风
气，更扰乱了综艺市场的创作规律。

饭圈非理性行为影响青少年正确价值
观形成

互联网环境下的偶像选秀看中“数据”，已然发展出一
套以“流量经济”为底层逻辑的“选拔体系”。倒奶投票事件
只是饭圈生态畸变的一隅，为了鼓励粉丝刷量控评和集资
应援，一些话术如“偶像只有我们了”“不氪金不做数据不
配当粉丝”也渐渐在社交媒体盛行起来，影响着青少年的
消费观和道德观。

根据艺恩数据，2020年中国偶像产业总规模预计超
过1300亿，一二线城市的“95后”女孩是为偶像“打投”的
主力。打榜投票并不是偶发行为，而是在平台、品牌和粉丝
的多方助推下形成的商业链条。一方面，平台设置热度榜、
势力榜和超话等专区，鼓励粉丝签到打卡、发帖回帖、控评
刷量，达成用户活跃度和广告效益。另一方面，品牌方参照
平台数据选择品牌代言人，刺激粉丝消费和推广。这两者
形成的收益闭环，与数据小组打投、集资任务等一起，将不
少粉丝围困其中。不难看出，粉丝被这种“数据即影响力”
的机制裹挟，以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作抵押，长期重复付出
注意力和金钱，已陷入商家和平台的陷阱，成为流量制造
的人力来源。如此一来，“势力榜”的虚拟数字愈显庞大，粉
丝社群的比拼便会日趋白热化，流量偶像市场只能陷入

“囚徒困境”。
从情感认同转为情感绑架，粉丝伐异情绪已遮蔽了价

值判断。当前，粉丝通过互联网正在深度参与偶像的成长
与选拔，塑造着偶像的形象和知名度，控评、发帖、反“黑”
已成为粉丝“情感劳动”的核心任务。在营销媒体的诱导
下，粉丝在视频弹幕、话题专区的刷屏愈加频繁，个别饭圈
对不同意见观点进行争辩声讨、谩骂攻击，甚至使一些媒
体的新闻评论区也成为了粉圈争斗的“战场”，侵扰了大众
用户的网络信息空间。分工化、同一化的饭圈组织是粉丝
文化的体现，本可以有效推动公益等活动的传播，形成小
有规模的积极扩散，但某些饭圈的失范言行，不仅妨害了
相关节目的观看体验和偶像形象，更给青少年的价值选
择、价值判断带来不利影响。

偶像养成节目要避免竭泽而渔
从2018年开始，《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流量节

目”带火了“偶像养成”题材，2019年《以团之名》跟风出
现，自此，主打青年文化概念的三个团体几乎每年春夏之
际都会讲述一次不同选手的成团故事。

对于此类节目而言，“人”是基础，模式研发、制作团队

的作用就在于如何能更有效地把这些选手推向粉圈、推向
市场。但大阵仗的偶像养成节目从初始就难免“回锅肉”的
争议，每年动辄就有几百人参与选秀，除了少数能出道外，
更多人则回归到练习生身份，等待下一次机会。快餐式的
生产创作显然已超出了市场承载量，无论是“男团”还是

“女团”，最终未出道的选手会陷入内卷的生态，直接导致
近几年的选秀节目缺乏新意。因此，研发能对观众产生强
刺激的新模式尤为重要，然而利用粉丝打投带来刺激效
应，明显是让节目跑偏了方向。

去年以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节目用偶像养成的模式
进行差异化制作。比如《乘风破浪的姐姐》用明星选秀成团
的模式收获了流量和口碑，让人们看到，选秀节目的核心
魅力还在于选手本身的功力。然而，现在的青春偶像选秀
节目大多起用的是经纪公司的新人，艺人的长线发展并没
有得到经纪公司的重视，是否能赚一波快钱成为主要考
量。如此，这类节目的质量不会太高，加之时不时出现的

“回炉重造”的选手，节目很难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新鲜感。
在笔者看来，偶像养成节目要避免竭泽而渔，应找准

节目的内核重新发力。如前不久收官的《上线吧！华彩少年》
就是一档有着选秀色彩，实则聚焦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演节
目。这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节目中，戏曲、民歌、武
术、舞蹈、民族器乐等传统文化元素才是其所要展现的重中
之重。节目的初衷是让更多年轻群体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打造国风文化新符号。此外，节目组还很看重少年们对
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表达是否有深层思考和创新意识，是否
具备较强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

对于偶像养成节目来说，观众真正希望看到的并非是
浅尝辄止于标签化的偶像速成，而是一个
优质偶像团体的成长蜕变，期待的是一群
才艺俱佳、德才兼备的年轻人成为自己的
榜样和奋斗目标。青春本是美好且充满无
限想象的，对于青春的书写与描摹也应告
别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以更丰富的节目
模式让观众看到美好青春的无限可能。

近年来，以偶像养成为看点

的网络选秀综艺节目频频引发

舆论关注。物质化造星模式与非

理性追星带来的饭圈疯狂、情感

绑架、物质变现等娱乐乱象，对

当下青少年价值选择、价值判断

及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了不小的

影响。在国家政策的严控之下，

网络时代的偶像选秀节目应如

何避免竭泽而渔？青春类网络综

艺节目又需展现怎样的青春与

青春价值观？本期锐评·锐见以

此为话题，邀约三位青年评论家

就此展开探讨。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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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综艺节目的“明星化”策略受到追
捧，关注度、点击量至上成为“网综”的生存法则，明星
化成为不少节目的制作策略。但以明星吸引眼球、以
粉丝带动流量、以资本制造话题，在节目录制、议程设
置、选秀表演等关键性环节唯明星是从等做法，却带
来了综艺节目的低俗化和庸俗化等问题。比如前段时
间某偶像养成类节目的粉丝主导的“倒奶取票”事件
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怒，相关节目被叫停。粉
丝的行为也反映出节目制作方引导意识淡漠、社会责
任缺乏的问题。

网络综艺节目需要展现什么样的青春？坦率地
讲，当下不少网综对青春二字的理解太过狭窄、片面，
在节目定位、话题包装、粉丝吸引等方面过度依赖能
唱会跳、帅哥靓女的“明星”，仿佛明星就意味着青春，
意味着粉丝与流量的加持，意味着节目的制作和传播
得到了有力保证。

明星就能代言青春吗？网络选秀综艺节目营造出
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出名15分钟”的场域，对明星的过
度依赖为资本的过度干预创造了条件。资本运营是综
艺节目制作的保障，这本无可厚非，但过度资本化的运
营却在客观上扭曲了节目的青春定位，偏离了青春的
本源意义，为青少年价值观的异化提供了“摹本”与“范
例”。在如此氛围下，“倒牛奶”之类事件的发生就“不足
为奇”了。

如果说粉丝追星行为还只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
为，那么今天的“饭圈”追星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集体
无意识现象。“野蛮生长”的“饭圈”为了其支持的明星，
成为了商业逻辑中的“工具”。明星出道和选秀的成功
与否，演变为“饭圈”之间的金钱较量，这不仅是对价值
观的颠覆，也是对综艺节目生态的破坏。

在笔者看来，定位于青春偶像的网络综艺节目未
来不妨放弃“明星化”策略，而应多围绕具有时代典型
性、代表性的青年寻求节目创意所需的青春故事，在青春成长、青春闪
亮、青春奋斗中重新诠释青春，用富有创新性的艺术手段和技巧表现青
春的正能量，强化思想引领，重塑青春价值观。

新时代，各行各业的青年人都在各自工作中闪耀着青春光芒。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我们看到了太多青年人挺身而出，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的每一位获得者都有着动人的青春故事。在喀喇昆仑戍边牺牲
的4位烈士中，陈祥榕只有19岁，他写下的“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诗句
让人落泪。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的青年群体以及许许多多的青
年英模，他们的青春故事难道不能成为我们综艺节目的表现内容吗？

青春是时间的沉淀。邓稼先26岁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9天之后
毅然返回中国，在绵阳梓潼隐姓埋名工作14年。王淦昌26岁获德国柏
林大学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在接受任务时只留给了组织一句话：“我愿
以身许国。”青春也是心态的飞扬。清华大学校友合唱团平均年龄74岁，
但当他们唱起“少年”的时候，谁说他们不是少年？为了祖国的需要，为了
民族的强大，他们曾在戈壁滩、在大漠深处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山
知道我，江河知道我”，他们唱着同一首歌，他们的青春亦是时代的华彩。

近来，一部纪录了90岁以上的西南联大毕业生用青春之我书写
爱国奋进篇章的纪录电影《九零后》，受到了
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作品展现的并非只是
这所传奇学校的一段过往历史，其彰显的也
是一个时代鲜活如初的青春记忆与青年之
精神。这样的青春是否也能为当下的青春类
网络综艺节目特别是“选秀”节目带来新的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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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的盛衰是随着载体的变化而变化的。近年来，随着智
能手机的普及，人们在信息获取、社交、娱乐等活动中越来越依
赖新媒体，网络漫画、网络动漫作品的数量也日渐庞大。以往
在纸媒发表的以传统水墨画、农民画、年画、宣传画、宣传挂图
等为主要造型与创作模式的传统漫画作品，也逐渐开始转向新
媒体发布。

媒体材质对漫画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有着重要影响。15世
纪，西方的机器印刷术出现后，纸质出版物的流行曾为漫画的
发展提供了极大支持，有力推广了这一艺术形式。报纸漫画的
大众化特点鲜明，往往故事简单、创意突出，注重体现思想意
义。当时，不同形式的纸质媒介是促进漫画创作与传播的主要
载体。新闻漫画、漫画绘本、漫画书成为传统漫画的重要类
型。20世纪的中国漫画家大多数以新闻漫画创作为主，比如
我们熟知的丰子恺、叶浅予、方成、华君武、丁聪、徐鹏飞等。近
年来受到关注的“小林漫画”“老树漫画”及一些治愈系“网红”
漫画等，从创作风格上看大多仍属于传统漫画类型。其中，不
少治愈系漫画受到了传统中国画、漫画等的影响，在创作中还
会借助文字与图像共同生成的语境来传达观念，其创作手法以
传统造型为主，同时具有漫画物像造型夸张、概括、样式化的特
点，完型化程度不是很高，带有更多的绘画趣味造型特点。

“动漫”概念则是漫画与动画两个概念的叠合。动漫不同
于一般意义上的动画片，而是一种集合了漫画、电影、摄影、音
乐、文学等众多艺术门类和数字媒体于一身的综合艺术。日本
的动画和漫画产业联系紧密，为了消除概念上的分歧，便产生
了“动漫”这一合称，在具体作品的使用中应当用“画”“动画”或
是“漫改”“原漫画动画化”等加以区别。

属于新兴的商业漫画和动画影像的动漫（包括动画电影
等），其叙事方式与风格的形成有着向电影拍摄模式学习的成
果。其完型程度较高，推崇镜头感，更讲究分镜头与镜头叙事，
所以在渲染气氛、环境与造型的如临其境等方面要求颇高。譬
如美国的漫威漫画，借助计算机3D技术和 VR技术的全面提
升，推动了世界动漫艺术的全面成熟，也奠定了它在ACG（动
画、漫画与游戏）界的领先地位。这可能会代表未来漫画的一
个趋势，即漫画产品不断延伸和衍生，漫画书出版后可以变成
独立的动画片或改编为影视作品、游戏等，并推出周边产品。

20世纪下半叶，随着网络的兴起，各类型的漫画都进入了
一个新的载体传播环境，传统漫画和现代动漫作品都注重通
过网络进行发布与传播。漫画仍应向其姊妹艺术动画、动漫
积极借鉴学习。中国传统漫画对各种类型的动漫艺术一直是
加以区分的态度，譬如中国美协的漫画艺委会就主要由新闻
漫画创作者组成，是传统漫画的较高水平代表，而动漫艺委会
则汇聚了动漫与动画的专家，两个艺委会的专业交集并不
多。事实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漫画或动漫作品，同样都是以
造型为基础的，互相吸取对方造型的有益成分是必须的。比
如，韩羽的“三个和尚”从漫画走向动画，《小蝌蚪找妈妈》《牧
笛》《鹿铃》《山水情》等一批由水墨转化成动画片的作品，亦证

明了漫画与动画没有隔阂。相互学习与借鉴，艺术生态才会更
加健康繁荣。

今天流行的网络漫画相对纸媒漫画更注重细节处理，具有
造型的风格化、成熟的程式化等特点，人物与环境造型、人物的
情绪等都有特定的创作标准。网络漫画造型因多受当代影视
及西方、日本现代漫画造型的影响，造型的模式化不可避免。
但随着受众的越来越多以及创作者的努力，其造型风格也在逐
渐多元化。

新媒体承载下的传统漫画和动漫艺术尽管创作目的、受众
不同，但是同其他任何造型艺术门类一样，都受到造型规律的
制约，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们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特征
是历史环境与条件决定的，二者的造型基础是一致的。手绘漫
画是水墨漫画、绘本漫画、动漫艺术、卡通艺术包括ACG漫画
的母体。严格地讲，漫画和动画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以绘画为
基础的动画或者动漫作品、所有以原画组成的动画，其每一帧
都可以是一张漫画，不管是画家画出来的还是计算机建模打印
出来，它的造型原则、造型规律与漫画区别并不大。我不主张
漫画创作的相对主义，漫画家的追求不同，造型趣味不同，对造
型会有不同理解，但漫画造型的基础仍然有好有坏，水墨漫画、
钢笔漫画等漫画形式必须符合造型规律。同样，动漫也风格多

样，动画的创作也可以借助一堆软泥、木偶或其他材质。但水
墨动画、剪纸动画、折纸片、木偶动画、数字动画等，其形式核心
仍然是以造型规律为旨归，必须符合形式美的法则，必须遵循
对称均衡、单纯齐一、调和对比、比例、节奏韵律和变化统一等
原则。

对于中国漫画艺术而言，无论哪一种漫画或者动漫形式，
进入网络后，它的形式与风格一定要进化，吸收纯美术的色彩
与构图、透视与物体结构造型经验，对造型艺术的基础研究是
必须走的道路。美国的漫威漫画的造型是写实的，他们对漫画
人物的透视与解剖、动态的研究、建筑建模水平都是很高的。
欧洲的动画与漫画造型清晰、充满活力、风格鲜明，特别长于形
象的处理与风格化。在这些优秀动画片的造型背后，体现了欧
美等国家对基础美术的重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加上国家对动漫艺术的政策扶
持，近年来中国漫画呈现出创作繁荣的面貌。在漫触APP、腾
讯动漫、新浪动漫等网络漫画平台和“讽刺幽默”等微信公众号
当中，不断涌现出优秀的漫画作者及作品，虽然模仿西方和日
本漫画的痕迹仍非常明显，并受商业资本及大众趣味的制约，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不少漫画家都在造型上进行着不断探
索创新，这让我们对中国漫画的前途充满信心。

当然，对于西方和日本漫画的风格研究还应继续，特别是
对造型的研究。模仿是一个过程，“学而后变”永远是一个颠
扑不破的道理。我们所说的原创，不仅仅是指故事原创，更包
括造型的原创、风格的原创。网络漫画与动漫艺术创作也要
重视基础美术，没有这个基础，风格与造型都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

漫谈网络漫画漫谈网络漫画：：类型与造型类型与造型
□□赵赵 昆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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