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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甘薇、李小璐携手“私人定制”的乐视网精
品自制剧《女人帮·妞儿》第二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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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
式登陆“乐视午间自制剧场”，并同时在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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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移动端、乐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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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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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电视等
多屏独家首播。
《女人帮·妞儿》第一季以四个性格各异，极

具代表性的时尚都市女孩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
第二季则主打“妞儿蜜成长记”。

据制片人甘薇介绍，“妞儿蜜”一词，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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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懂我、成就
我”的那个人，“妞儿蜜”间无话不谈、互相鼓励、
互相安慰。“妞儿蜜”是健康的生活营养剂，将滋
润人的一生。

本季中李小璐、甘薇携手熊乃瑾亲密演绎
“妞儿蜜”情深。“女见女爱、男见男爱”独立叛逆
的“伊一”，从富二代千金沦落到父债女偿的“小
纯”，追寻梦想、爱情却又屡遭伤害的“卡斯”，三
个个性鲜明的角色，构建了“妞儿蜜”铁三角。

在第一季中扮演“卡斯”一角，给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的熊乃瑾，在现场坦言：“卡斯在
剧中的成长，也映衬了我自己的成熟。戏里的
卡斯坚持梦想，最终成为大明星，而戏外的我
也一直坚持自己的演艺事业，有艰辛有收获，
但最幸福的是有小璐、薇薇这样的‘妞儿蜜’
始终陪伴着自己。”
《女人帮·妞儿》第一季创造了辉煌的成绩，

创
!-

亿播放量奇迹，一举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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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金瞳
奖。为兑现当初承诺，甘薇联合李小璐筹拍了这
部“千万级制作投资，千万级广告主赞助”的《女
人帮·妞儿》第二季。不仅邀请到了时尚顾问韩
火火、韩国顶尖造型团队全力助阵，更再度力邀
金牌电影导演金琛出山。

金琛导演称：“第二季以电影标准高规格拍
摄，在人物塑造和拍摄细节方面都倍加严格，这
就是一个蜕变。不管是制片人还是演员，都有很
大的突破，为了把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得更加细
腻和丰富，大家都下了很大的工夫，更加注重细
节。我们真的希望有更多人喜欢这部剧，支持这
部剧。”

据介绍，该剧另一特色是采取了全新的“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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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模式”，拍摄前期，全网征集“闺蜜”故
事，并邀请乐迷参与拍摄，由网友决定剧集发展
和走向，让故事更加“接地气”，有“亲民范儿”。

作为本剧出品人，乐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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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弘表示，
在乐视“科技

1

娱乐”双重基因、“技术
1

内容”两
轮驱动下，乐视今天所做的、能做到的，不仅是推
出一部受关注的网络自制剧，也不仅是推出彩色
0%%

盒子而已。乐视在推出年度自制大剧的同
时、为演员打造并回馈乐迷六色盒子，这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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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整合营销的行业里程
碑。也可以说，自《女人帮·妞儿》第二季，真正开
启了“科技与娱乐”整合营销的新模式。

2013年11月8日 星期五文化万象
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gmail.com

制作横幅标语、敲定悬挂场地、联系
外地粉丝住宿、写宣传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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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好多“白菜”就开始在为今年快乐男声季
军白举纲的北京巡演做准备。“白菜”是
白举纲的粉丝，他们还有一个更为官方的
名称叫“白举纲全球后援会”。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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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超级女声开始，每年的选
秀节目都会制造出一批新的粉丝团体。
“白菜”、“火星人”、“海鸥”就是今年
伴随着选秀节目应运而生的粉丝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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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北京巡演当天，他们以特定颜色及
图案的服装、富有寓意的造型、精心设计
的口号组成了真正舞台外的另一场表演。

在偶像身上看到自己的梦想

“夏夏”觉得这就是一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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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他是白举纲后援会会长，就
任会长不过一个多月，他想做的事情很
多。怎么让偶像看到粉丝的支持变得更加
自信，怎样让经纪公司看到这个歌手人气
高、有市场号召力，怎样让媒体看到他们
支持的人有潜力、有正能量……这些，若
将其当成一场演出，每个粉丝都是主角。

有的粉丝为了偶像纵声高喊，有的粉
丝为偶像献花献礼物，有的粉丝跟着偶像
跑行程，有的粉丝为偶像写下吐露心声的
文字，有的粉丝默默地做精神支持……凡
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的不逾矩的支持行
为，“夏夏”认为都可以接受。

当然，他也反复强调，“粉丝和艺人
保持足够的距离”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会在贴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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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发文引导
学生粉丝如何做素质粉、理智粉，也会在
私底下对一些过度狂热的粉丝进行开导。”
在“夏夏”看来，对粉丝行为要客观理性
的看待，除了像“杨丽娟们”这样的非理
智的狂类型，适度的“花痴”有时是必要
的。
“夏夏”是在听完白举纲的 《父亲》

之后成为铁杆粉丝的。那首歌让他与父亲
在电话里长谈了一夜。而白举纲的另外一
首原创歌曲《乘着破船回家》则让他回头
审视自己屡次放弃梦想的过去，以及工作
后变得愈加冷血的现在。换句话说，他在
比他年幼

4

岁的歌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
子和自己已然放弃的梦想。

据他了解，“白菜”中有很多大龄粉
丝大多有着类似的心路历程，他们中有白
领、有老师、有妈妈、有知识分子，不同
于学生粉丝，他们的追星更显得具有“理
想主义色彩”。
“粉丝，在不同偶像身上会看见自己

喜欢的不同特质，就会非常入迷。粉丝对
偶像的渴望，回应我们心中对美好事物的
追求。粉丝在偶像身上投射自我，追星其
实是追寻理想中的自我，追寻理想的男女
朋友。”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张嫱是这么
解读的。

而在观察者看来，伴随并参与偶像成
长的成就感，这种草根式的参与文化，也
是近年来粉丝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做什么才能给偶像加分

与李宇春的“玉米”、张杰的“星星”
相比，“白菜”是个新生的粉丝团体，一
切刚起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着宏伟的
“蓝图”。

“我们不希望偶像将来只出现在报纸
的娱乐版里，今天出了首新歌，明天出了
张专辑，后天来点花边新闻，就没了，我

们更希望媒体更多地解读他的创作里有哪
些更深的含义，希望可以更多关注他的成
长历程和精神特质，关注可以带给这个社
会的正能量。”“夏夏”说。

不管是后援会、歌友会、影迷会，如
今的粉丝团体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办
公室、新闻与宣传组、吧务组、后援分
会、网投组、财务组、活动组……这样的
组织架构让粉丝团体的运作变得更专业也
更成熟。

为了给偶像的形象加分，粉丝们在改
变自己。“接机时不要喧哗，避免在公共
场合造成他人不便”、“观看演出时，整
齐排队，有序进场”、“退场后，清理好
身边的物品、垃圾”等，都是现在许多粉
丝团体不成文的规定。

更值得称道的是，近年来，还有许多
粉丝团体做起了公益。据“夏夏”介绍，
“白菜”虽然成立不久，但大学团目前已
在成都敬老院做起了公益活动。而更资深
的粉丝团如“玉米”、“星星”，或在自然
灾害后积极捐款，或资助边远山区的贫困
孩子，为自身及所支持的偶像积攒下了好
口碑，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粉丝
的固有印象。
“我们也想让外界看到粉丝的改变，

让他们意识到，哦，原来粉丝也在成长，
但是单靠一两个粉丝团要改变既往印象很
难，我们只能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夏
夏”的这番话说出了许多粉丝团的心声。

注意到这些变化的张嫱认为，过去的
学术研究关心粉丝如何从偶像身上获得力
量，事实上，今天偶像更从粉丝身上获得
力量。“偶像与粉丝不但是一体两面的关
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正面循环，互相增
强力量。追星，是偶像与粉丝互相增强力
量的过程。”

特别是选秀节目崛起的偶像，多
来自草根，靠着大众的喜爱而“麻雀
变凤凰，飞上枝头”。从某种程度上
说，是粉丝成就了今天的偶像。

也正因如此，粉丝正在变得更加
重要。连老牌偶像刘德华也要在自己
的歌 《最受欢迎男歌手》 中唱道：
“最受欢迎男歌手，怎么可能是他，
管他得不得到，粉丝才是可靠。”

即使以惊世骇俗著称的国际级天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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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大小场合也常言
及感谢粉丝。之前，她曾经刊出一位
粉丝的留言，上面写着：“我就是
你，你就是我，我在呼吸着你。”这
句话，或许是粉丝与偶像关系的最佳
写照。

娱乐产业的螺丝钉

客观而言，因为部分“追星族”
粉丝的狂热，“粉丝”给人留下印象
并不全然正面。不过，时至今日，已
经不能仅仅用荒唐、无知、疯狂这些
扁平化形象来看待粉丝这个群体了。
经过多年进化，粉丝已经从人们印象
中的“追星族”成长为文娱圈的“全
能选手”，他们不仅是影响票房、收
视率、媒体舆论的关键角色，还是公
益活动、文化消费的重要推手。

许多人也许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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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李宇春首次出演电影作品 《十月围
城》，“玉米”至少为其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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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票房，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轰动一
时，有业内人士将之称为粉丝经济时
代到来的象征。

对粉丝文化中蕴含的商机，中国
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副所长韩晓宁认
为，与粉丝精神需求相关的社会生活
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称之为粉丝文化，
如此一来，与该文化紧密相关的文化

产业会得到发展，外围的其他社会经济部
门也会受益。

在今年的选秀后，天娱传媒在众筹网
发起快乐男声主题电影的筹款，试水与互
联网金融对接的粉丝经济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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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成功募集资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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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粉丝的力量可
见一斑。

事实上，粉丝经济已经不单纯是把钱
花在购买明星的作品上，而已全方位、多
角度地参与到娱乐产业链中。以韩国为
例，仅一部电视剧《冬日恋歌》及其主演
裴勇俊为韩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超过

<

万亿韩元（约
.2

亿美元）。而得益于韩流
热潮，韩国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产业收

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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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首次实现顺差，顺差达
=33-

万美元。
从我国情况看，成规模的粉丝团正在

不断增多。当下，作为中文互联网上最大
的粉丝基地，百度贴吧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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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明
星贴吧，几乎每个你能想到的明星都会有
一个贴吧。

网络，让粉丝与经济的结合更为迅
速。通过贴吧，粉丝可以进各种宣传，聚
拢人气；通过电商等平台，粉丝可以购买
演唱会门票、荧光灯手牌、海报横幅，也
可以募集资金赠送偶像礼物或用于其他；
明星或娱乐公司也可以通过电商售卖各式
纪念品、服装等周边产品、自创品牌，如
刘德华、林志颖、罗志祥等都在淘宝上开
了旗舰店。前不久，微信也推出首例明星
会员制公众平台，尝试在粉丝经济时代中
分一杯羹。
“粉丝是娱乐产业链条里的最终端消

费者，同时他们又是大流行制造和偶像制
造的直接参与者。”有研究者如是指出。

另一个
角度看粉丝

一旦青春
偶像不论

写什么、
做什么都

会

受到粉丝
铁了心的

追捧，那
么作为粉

丝的他

或她就会
陷入狂热

的个人崇
拜，失去

理性。

一个社会
能否抵制

这种不理
性，实际

上要看

粉丝能否
走向成熟

，从无条
件的跟随

中解放

出来。对
着偶像尖

叫，的确
是过瘾，

心跳加

速，但独
立的判断

和思想却
不能放假

休息。

———中国社科院
文学所所长

陆建德

发展中的青少年行为举止受偶像的影响

很大。很多人在青少年时会经过比较不理性

的阶段，学者、家长要合理地引导他们，并

不是说要完全禁止，而是要双方共同健康

地、理性地成长。今天不同的粉丝之间可以

和平地共处，可以代表更多元的社会。———流行文化研究者 张 嫱

粉丝有理性
和非理性之

分。理性粉
丝就是一

个月有 =

-

-

-

元收入，掏
出 =

-

-

元买演唱会
门票是

合适的；但
是，如果家

庭依靠福利
生存，那么

买

.

-

-

元的门票也
是不理性的

。所以理性
粉丝是根

据自身的情
况来行动。

另外，有些
标准是绝对

的，

如果爱自己
的偶像超过

爱家庭和父
母，这就不

正

常。 ———著名影评人 周黎明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偶像”

成了经济增长点。在尚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

那些为了见偶像一面而殚精竭虑的“粉丝”

们，与“做大做强”的经济人，他们的歇斯

底里相互印证了偶像与金钱的结合。偶像崇

拜的再生产过程，复制了欲望，疏于创造，

是一种懒惰的商业逻辑。识破了这一逻辑，

“粉丝”们也许会更明智、更理性一些。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张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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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歌会在沈阳举

行 常晟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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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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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男声北京巡演，“白菜”在场外为偶

像加油 “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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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秀节目 《中国梦之

声》的粉丝 郑 娜摄

时至今日，已经不能仅仅用荒

唐、无知、疯狂这些扁平化形象来看

待粉丝这个群体了。经过多年进化，

粉丝已经从人们印象中的“追星族”

成长为文娱圈的“全能选手”，

他们不仅是影响票房、收视

率、媒体舆论的关键角色，还

是公益活动、文化

消费的重要推手。

本报记者 郑 娜 张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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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插图：赵斌追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