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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明星崇拜情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境遇与优化: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郑敬斌　任虹宇

摘要:当代中国的娱乐明星崇拜现象是粉丝角色互动需要、明星角色期待供给、某些娱乐资本和娱乐媒介

角色功能催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出粉丝角色知觉的彰显与消解、明星角色扮演的张力与冲突以及饭圈

集体角色的文化模式多元交融的复杂现象图景.这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

面,娱乐明星崇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围的延展、话语的丰富与功能的强化提供了新的资源;另一方面,
它也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权威性、中介完整性与内容严肃性面临被遮蔽与阻滞的风险.提升主流

意识形态的传播力,需要抓住机遇、应对与化解挑战,从提振粉丝角色知觉、引导明星角色扮演、突破饭圈

集体角色的文化模式区隔、推进多维角色规范等工作维度着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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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以互联网为主阵地、某些商业化资本与媒介为主

操手、娱乐明星为主商品、青少年为主群体的娱乐明星崇拜的复杂现象图景中,如何有效提升主流意

识形态的传播力和引领力? 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可以从系统探究娱乐明星崇拜现象开始.娱乐明星

崇拜是粉丝个体或饭圈(粉丝集群)钦佩与欣赏、迷恋乃至爱慕娱乐明星的一种心理和社会现象,其
中,“粉丝”“娱乐明星”与“饭圈”均是个体/集体在娱乐明星崇拜的特定社会关系与活动场景中选择和

扮演的角色.因此,用角色理论来分析这一现象具有天然的理论适宜性.角色理论是研究个体在互

动过程中扮演角色及其活动规律的理论① ,包含角色知觉、角色扮演、角色冲突、角色期待、角色规范、
角色文化模式等诸方面研究内容,蕴含着重要的社会规范意义和丰富的方法论意义② .对于娱乐明

星崇拜情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而言,角色理论可以为粉丝、娱乐明星与饭圈社会行为的规范和主

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提升,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借鉴.

一、动因与图景:角色理论视域下的娱乐明星崇拜现象审视

角色理论中的“角色”概念既强调特定社会关系对个体的要求和形塑,也突出个体对角色的认知、
认同、选择和扮演③ 的独立性.娱乐明星崇拜正是粉丝角色互动需要、明星角色期待供给的产物.而

当前的娱乐明星崇拜,还有某些娱乐资本与商业传媒角色功能外力催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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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角色理论视域下娱乐明星崇拜的生成动因

其一,应粉丝角色互动的需要产生.“互动是个人与他人和群体之间意义理解和角色扮演的持续

过程.”①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物,在互动中确证归属感是人类的特性.尤其是进入后工业时代,社会

市场化、社交虚拟化加重了个体的孤独感体验,寻求互动、渴望归属的情感也就更为炙热.此时,与自

身经历相似或有情感共鸣的娱乐明星的出场为个体提供了一条情感通路:个体将娱乐明星视为情感

依赖对象,在想像中构建出与对方的亲密互动关系,将内心无可宣泄的复杂情感“迁移”“代偿”至娱乐

明星身上,藉此排解孤独、获取快乐.同时,娱乐明星崇拜这一行为还可以使个体快速融入并归属到

因某一娱乐明星而聚集起来的“粉丝圈”中.在这一粉丝圈内,群体成员使用相同的话语范式、共享相

近的情感价值、遵守共同的秩序规则,他们不仅可以自由互动,而且还能够得到正向情感反馈.进而,
由娱乐明星崇拜而产生的互动情感,又进一步刺激粉丝角色互动行为的扩大.

其二,受娱乐明星角色期待的供给支撑.角色期待“是指一个人扮演角色的行为符合于社会、组
织、团体、他人的期待与要求”②.娱乐明星角色的存在在于满足他人期望,实现有效的期待供给.对

粉丝群体而言,是供给角色互动与情感投射的期待;对社会公众而言,是供给如下角色期待:一是信息

的传播者.主体性的人通过语言和行动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尤其是媒介技术的发展令“人人皆是麦克

风”成为现实.相较于普通传播个体,娱乐明星因庞大粉丝群体的关注,在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及效

度方面更胜一筹.二是情绪的疏导者.现代社会利益格局的急剧调整、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使群体

情绪表现形式多样化,互联网的裂变式传播特征使群体情绪传播扩大化.通过分享生活态度、宣扬积

极情绪等,娱乐明星能够对与其“共情”的特定粉丝群体产生情绪安抚与精神支撑作用.三是行为的

监督者.由下至上的畅通的监督渠道在社会治理中必不可少,粉丝量众多的娱乐明星在公共事件中

的发声和参与,可以有效调动大众监督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够对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及相关人员产生

行为监督和权力制约的效果.
其三,受部分娱乐资本与商业传媒角色功能的外力催化.作为社会的不同职能划分,资本与传媒

均是“角色”.资本的角色功能是赚取利益.当发现粉丝对娱乐明星的崇拜情绪可以转化为购买力

后,某些娱乐资本便开始参与到娱乐明星的生产、营销全过程,以操纵粉丝情绪来获取利润.可以说,
“娱乐崇拜是市场策划和操纵的结果”③.娱乐传媒的角色功能是传播信息,可以帮助娱乐明星曝光

于人前,而曝光正是娱乐明星获得大量崇拜者的前提.当某些娱乐资本想要获得高度曝光而某些商

业化媒介想要谋求利润时,二者达成合作:某些经纪公司、视听平台、广告赞助商等多方市场资本合力

打造娱乐明星,而某些娱乐媒体则通过精心设计的报道内容和大量集中的报道频次构建“崇拜意象”,
二者共同指向粉丝群体消费意识与消费行为的引导.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群体被卷入追星潮

流,扮演某个或多个娱乐明星的粉丝角色,进而成为消费经济洪流中的一分子.
(二)角色理论视域下娱乐明星崇拜的现象图景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娱乐明星崇拜中的三个角色要素即粉丝、娱乐明星与饭圈,均呈现出

各自的独特景观,进而共同构成这一崇拜现象中充满同一与对立的矛盾图景.
其一,粉丝角色知觉的彰显与消解.在与特定团体或环境的互动中,个体对自身充当角色的认识

和判断即“角色知觉”.在娱乐明星崇拜中,一方面,粉丝作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角色知觉彰显.作为

独立的消费者,选择崇拜哪位或同时崇拜多位娱乐明星,完全是粉丝个体的自我抉择.消费者身份也

使粉丝对于娱乐明星的商业行为、发展路线、事业规划等有更理性的思考能力和更高的表达意愿.作

为自主的生产者,粉丝主动“挪用”“拼贴”各类文化资源,以全方位展现、塑造所崇拜娱乐明星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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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强烈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建构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另一方面,
集群消解了粉丝作为独立个体的角色知觉,衍生出“群氓”意识.众多粉丝因崇拜同一个娱乐明星而

自发集结成有组织、有秩序的粉丝社群.当粉丝集结成群后,在从众心理等群体心理影响作用下,容
易出现个体理性丧失和“集体性的或愚笨或疯狂或盲从的现象”①.近年来,沉迷于崇拜的娱乐明星

粉丝集群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以无底线的攻击性话语和举报行为进行群体间对抗的行为屡见

不鲜.为偶像而集体举报 AO３、替被刑拘偶像喊冤等众多荒诞不羁的粉丝群体“群氓”意识和行为,需
要引起高度重视.

其二,娱乐明星角色扮演的张力与冲突.崇拜本质上是一种深层自我的现实化、人格化和理想

化②,想要获得崇拜必须展现出“理想化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品质”③.而对于世俗社会中的娱乐明星而

言,现实社会活动中自然流露的人性和人格模式与大众期待的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之间,存在一定张

力.娱乐明星“角色扮演”就此产生:某些娱乐产业和媒体根据大众心理期待来包装、塑造、修缮娱乐

明星的“前台形象”④,娱乐明星则通过公共场合对自身行为的调整和约束来“扮演”这一角色.而这

种经过设计和包装后进行的“前台”角色扮演,很多具有虚假性.在现实中,某些扮演者在私德领域却

是“一地鸡毛”.更有部分娱乐明星的前台形象与后台行为发生极大冲突.例如,在２０２１年,多位“顶
流”接连人设崩塌,道德失范、违法乱纪,引发大众哗然.部分娱乐明星虚假的“角色扮演”,正在对明

星本人、粉丝群体和社会风气造成恶劣影响.
其三,饭圈集体角色文化模式多元交融.角色的文化模式是“在长期的角色扮演及其交互作用过

程中所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内容的整体”⑤.饭圈作为集体行为者,在角色扮演与交互作用中

也形成独特的饭圈文化模式: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视觉文化等多元思潮激荡交融.一方面,消费主义

与享乐主义交融.出于对偶像的浓烈爱意和受某些商业化资本与媒体的刻意引导,很多粉丝被围困

在“物”的消费中以获得自我身份认同与群体认同,成为“过度的消费者”.而“物”的消费所获得的强

烈认同感与归属感,愈发使部分粉丝依赖虚拟社交圈所带来的表层娱乐和感性狂欢.另一方面,视觉

文化与享乐主义交织.视觉性是饭圈文化模式的一大特性.移动媒体的普及使粉丝可以随时、随地、
随处通过图像资讯“凝视”偶像,这同时也带来一种结果,就是视觉信息具有了“控制”和“操纵”现实的

霸权功能⑥.粉丝对娱乐明星偶像的认识不再来源于切身感受,而是基于所观看到的影像.处身于

视像构建的虚拟空间之中,粉丝享受、依赖着图像影像织造的视觉冲击和感官愉悦,“并在这种依赖中

慢慢堆积自己‘隔绝’现实的外壳”⑦.

二、机遇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在娱乐明星崇拜情境下的传播境遇

建设具有强大传播力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因时而变、随时而制,及时把握与研判多元社会思潮

与重大社会现象,既开放包容地从中吸取有利的发展因子,又旗帜鲜明地批判其中的错误思想行为.
当前,娱乐明星崇拜及其日益泛化的社会现象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饭圈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

设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一现象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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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意识形态在娱乐明星崇拜中的传播机遇

粉丝角色的互动聚合、饭圈集体角色的文化模式和粉丝社群的角色认同,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

围的延展、传播话语的丰富和传播功能的强化提供了机遇.我们应掌握这些机遇,实现主流意识形态

建设“两个巩固”的预定目标.
其一,粉丝角色的互动聚合可延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范围.实现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覆盖和

影响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理想效果,但因客观存在的个体分散性和差异性,这一理想效果的实现存

在较大难度.而粉丝基于对同一个娱乐明星的喜爱,从“一”聚合为“多”,且内部具有较高同质性.故

而,通过实现对某一娱乐明星或少数核心粉丝的影响,便有可能使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粉丝聚合的自传

播扩散到整个粉丝群体中.近年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正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例如,主旋律

影视剧邀请部分娱乐明星参与,会带动百万、千万级粉丝群体的转发、互动和评论.这一过程不仅会

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范围,还会在粉丝中形成群体浸润和感染.另外,粉丝群体内部的集体欢腾

情绪经常会因互联网“助燃”和媒介“放大”而外溢扩散为全民情绪.这是因为,集体欢腾“这种情感能

量的感觉对个体具有一种强有力的激励作用;无论谁体验到了这种感觉都会想再去体验”①.例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百家粉丝团联名进行公益捐赠,粉丝内部“共克时艰”的群体情绪在媒介的传

递下以强大的感染力和传播力扩散成全民情绪,令“某些核心价值或集体记忆的某些方面醒目起

来”②.可以发现,共通的家国情怀是此次粉丝社群行动扩散为全民参与行为的关键所在.这为主流

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那就是寻找粉丝群体与其他社群的共有情绪、共通情感与共认价

值,并助推这种情绪的勾连和扩散.
其二,饭圈集体角色文化模式可以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提供借鉴.“语言是人类传递信息的

第一载体”③,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离不开话语的叙事和表达.饭圈文化模式中的话语体系善于用字

符、图像等方式隐性地形象化表达,彰显着粉丝群体独特的视觉感悟和审美情趣,这为主流意识形态

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话语叙事方式.一是借鉴饭圈文化模式的话语表达内容.话语是主体进行表达、
确证自我身份的载体,也是区别“他者”的重要工具.相同或相似话语的使用,是顺利平等沟通、迅速

拉近情感距离的关键.近年来,“yyds”“zqsg”“C位”等饭圈话语日益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使主流意识

形态传播的严肃语态变得生动化、有趣化.这种话语表达内容更贴近粉丝群体的语言习惯,是提升主

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亲和力与感染力的有效途径.二是借鉴饭圈文化模式的话语表达方式.近年

来,几档全民选秀节目都在以粉丝群体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和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价值

要求:奋斗、拼搏、追梦等.选秀节目通过系列竞争规则的呈现(如评级—淘汰)和故事层级的嵌套(如
日常练习—舞台公演),向受众展示了练习生们“勇敢追梦”“梦想成真”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粉
丝群体也积极参与,为偶像进行话语叙事文本的创作和生产,“梦想”“拼搏”“坚持”等核心理念也随之

入脑、入心.这启发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在面向青年群体传播的过程中,应该用其喜闻乐见的方式进

行价值理念的意义表达,并应鼓励粉丝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价值理念进行自主“书写”和传播.
其三,粉丝社群的角色认同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对社会关系和

思想文化的整合功能,这是其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现象所具有的特殊功能④.在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发

展中,“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相互交织,多元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造成的社会分歧也时有发

生.为此,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一大职责和使命就是弥合分歧、凝聚共识.这其中,粉丝社群的角色

认同能够强化或补充这一使命和功能.一方面,有助于弥合社会关系的分歧.如前文所言,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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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狂飙突进和互联网的普遍应用加剧了个体的孤独感体验.而粉丝社群是基于对娱乐明星偶像的积

极情感而建立的“情感部落”.娱乐明星与粉丝、粉丝与粉丝之间在长期的角色互动中形成“共同体意

识”,不断确证与强化个体对于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共同的“粉丝”角色以及趋同的行为习

惯,打破了固有的社会阶层区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较低阶层与较高阶层的身份差异.这种基

于角色认同和相近情感而产生的“强连接”关系,类似于一种趋于疏离的社会关系的黏合剂,进而成为

主流意识形态弥合分歧、凝聚共识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有助于弥合文化关系的分歧.一位“追星

女孩”除了“粉丝”这一角色标签外,还可能是“电竞人”“二次元爱好者”“Coser”等.每个粉丝个体都

可以自由游走于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也可以游走于不同亚文化之间.当具有不同文化属性或多

重文化属性的个体以“粉丝”的角色标签集合成社群后,该社群呈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模

式,多元的话语议题、表达范式和思维方式在这一场域都可以找到生存和成长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弥合文化体系内部的分化问题.这为主流意识形态弥合文化关系分歧创造了一定基础.
(二)主流意识形态在娱乐明星崇拜中的传播挑战

娱乐明星崇拜现象在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新的挑战,主要包括: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权威性受到普通粉丝(散粉)、核心粉丝(大粉)、娱乐明星等多元信息权力主

体的分化,中介完整性在“中介人”与“中介技术”的传播链条环节受到冲击,内容严肃性遭到娱乐化信

息和非适当表达的挤压离散.
其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权威性遭到多元分化挑战.“权威”意指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地位

的人或事物.在粉丝亚文化世界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权威性主要表现为其所具有的话语权

及其对饭圈文化模式中多元思潮的引领性与统合力.在饭圈场域中,普通粉丝流动泛化、数量众多,
其不断建构与提升的角色知觉经由互联网技术赋权形成信息传播的“燎原之势”.核心粉丝虽然数量

较少,但其较高的圈内权威性使其话语影响力有明显外溢效果.众多“散粉”为了维护偶像形象与利

益,容易受到具有较高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核心粉丝言语行为的影响与裹挟.而无论是普通粉丝还是

核心粉丝,他们有一个共同崇拜和维护的对象———某一娱乐明星,崇拜情感使娱乐明星的一言一行对

粉丝产生巨大影响力.通过数量广泛的粉丝,“头部明星”甚至可以改变舆论风向、影响大众认知.这

样一来,在整个饭圈场域中,信息控制和传播的权力主体明显多元且多极化,呈现出“去中心化”与“再
中心化”交织的复杂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一元地位被打破.由普通粉丝—
核心粉丝—娱乐明星组成的倒金字塔型的角色权力等级,客观上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争夺

信息权力的态势,且在不同程度上分化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话语控制力和影响力.
其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中介完整性遭遇双重冲击.进入现代社会,主客体间多依靠“中介”这

种“连接带”进行信息的传递与流动.从“发出—送达”这一完整的主流意识形态主客体传播链条来

看,除“技术是中介”外,“政治传播中介人”①也必不可少.审视当前这一传播链条可发现,“中介人”
与“中介技术”皆有所不足.

就传播“中介人”而言,娱乐明星群体角色期待践履不足.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遵循二级信息传播

模式,即先由主流意识形态领导者传递给“意见代表”,再由“意见代表”传递给普通大众.在娱乐明星

崇拜现象的发生场域,明星拥有极高声望,能够影响粉丝言行,是当之无愧的“意见代表”和传播中介,
承载着引导粉丝树立正确价值观、营造清朗网络环境的角色期待.但当前,“偶像失声”现象正在被广

泛讨论.一些娱乐明星为了流量和商业价值,在数据灌水、饭圈对骂、网络暴力等病态粉丝文化现象

面前选择噤声.可以说,如今部分粉丝群体的极端狂热与行为失据、价值观的异化与迷失、网络暴力

的升级与失控,与娱乐明星群体价值观引导的缺失密不可分.这也凸显出目前娱乐明星群体在责任

担当与角色期待践履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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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传播“中介技术”而言,它们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制约着“粉丝”外的角色学习.角色学习是“指
个人学习社会理想角色的行为准则、技能,提高认知角色的水平,缩短与理想角色的差距的过程”①.
对于粉丝而言,“粉丝”只是多重社会角色之一,也绝非唯一的社会角色.在当代中国,粉丝的社会理

想角色无疑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忠实实践者”.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以数据获取与分析、算法推荐与

过滤等为代表的技术在提升信息传播的精准匹配度的同时,也无形中造成了信息壁垒.技术为粉丝

的自主信息获取筑起高墙,不感兴趣或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内容被“过滤”,留下的是吸引眼球的、娱乐

的同质化内容.长久“生活”在这样的娱乐氛围中,粉丝群体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

觉学习能力,进而导致同一粉丝群体内部意识形态极化、不同粉丝群体间意识形态分化,主流意识形

态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
其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严肃性遭到二维离散.无论传播格局如何演化、传播技术如何变

革,“内容为王”的定律和法则不会改变.可以说,传播内容不仅是传播的基本要素,更是影响和决定

传播效果的关键所在.在娱乐明星崇拜现象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严肃性和崇高性,遭到饭圈

集体角色文化模式中娱乐化信息和官方集体角色文化模式中非适当表达的二维离散.
一方面,受到饭圈集体角色文化模式中娱乐化信息的离散.“娱乐”是饭圈集体角色文化模式的

核心主题.在生产层面,“饭圈女孩”在为自己崇拜的娱乐明星打榜做数据、修图拍视频、做剪辑写故

事的“繁忙且快乐”的过程中,创造出大量碎片化、同质化、娱乐化的信息;在消费层面,某些娱乐资本

围绕娱乐明星的市场定位打造出一系列商业化IP,如邀请“诙谐幽默”的明星拍摄综艺节目,邀请“颜
值出众”的偶像拍摄偶像剧,等等.粉丝们为追逐偶像,心甘情愿花费大量金钱以及注意力.诸此种

种,整个饭圈长久无意识地浸润在类封闭式的娱乐汪洋之中,身处其中的粉丝个体思维日益碎片化、
简单化、肤浅化.在时间精力被娱乐大量占有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在娱乐信息汪洋中甄别和选择主流

意识形态内容,难以和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情感共鸣.
另一方面,受到官方集体角色文化模式中非适当表达的消解.主动放下“身段”,用当前大众喜好

的娱乐化表达方式进行主流价值的塑造和传播,是官方话语的一种良好转变.但不适宜、非恰当的

“饭圈化”、娱乐化表达,会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严肃崇高的政治性、神圣性遭到祛魅和消

解.同时,为适应全媒体传播语境,有的官方媒体把系统化、严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拆分为短小、
可视的内容进行碎片式传播.这种操作虽然符合当前粉丝群体碎片化、图像化的阅读传播习惯,但长

此以往,可能会造成粉丝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浅尝辄止和零碎把握.理论要想说服人,就必须彻

底.如果系统全面、理性深邃的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无法完整传达,粉丝对主流意识形态最高层次的理

性认同也就无法根本实现.

三、重塑与突破:主流意识形态在娱乐明星崇拜情境下的传播优化

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极为重要.应对和化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所面临的挑战,提升娱乐明星

崇拜情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与引领力,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就需要

有关部门在粉丝角色知觉提振、明星角色扮演引导、饭圈集体角色文化模式的区隔突破与多维角色规

范推进等角色要素方面齐抓共管,进而汇聚主流意识形态在娱乐明星崇拜情境下的传播合力.
(一)凝练正向价值,提振粉丝角色知觉

娱乐明星的本领才能、舞台魅力、人格特质等对粉丝具有精神鼓舞和行为导向方面的积极作用.
正因如此,一方面,我们可以适当帮助粉丝有意识地提取娱乐明星偶像在生活、工作中展现的正向价

值信息,归纳贴切偶像的正能量、标志性品格标签,并用这些正向品格标签鼓舞、激励粉丝日常生活.

４６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王康主编:«社会学词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０７页.



另一方面,还应归纳并凝练娱乐明星整体呈现出的彰显时代特质、符合时代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偶像精

神,通过这种精神来鼓舞、感召粉丝个体追逐理想、学习本领、勇于担当.这一提取归纳、凝练总结的

过程,也是引导粉丝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全面客观地解读、评述偶像真性情,判断、审视偶像假人

设的过程,这将有助于粉丝辩证思维与批判思维等角色知觉的提振.
与此同时,粉丝角色知觉的培育和提振不应仅局限于娱乐明星群体,榜样模范群体所彰显的人格

魅力和高尚品质对于培育粉丝角色知觉也十分关键.如袁隆平、钟南山等时代楷模,他们同样可以成

为新时代粉丝心中的精神偶像和崇拜对象.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某些娱乐资本与商业媒体热衷

于创设崇拜对象明星化的思维样态,而忽视了娱乐明星群体外的榜样模范崇拜.使榜样成为粉丝的

崇拜对象,关键在于情感的勾连和融通.官方媒体可以通过不断优化形象化、日常化的榜样文化话语

表达,通过情感渲染与细小叙事相耦合的传播内容,网络、电视、报刊全覆盖的传播载体,文本、图像、
影视音频相结合的传播方式,算法推荐、５G、AR/VR相配合的传播技术,不断塑造榜样的偶像型精神

品质与人格魅力,在粉丝群体内部进行精准化、针对性传播,以不断勾连粉丝内心与榜样之间的情感

共鸣,进而化习为性,以实际行动学习、模仿榜样模范传递的内在精神.
(二)构建系统机制,引导娱乐明星角色扮演

娱乐明星存在的角色扮演张力与角色冲突,与其自身责任担当意识有关,也受整个社会舆论环境

的影响.长期以来,娱乐明星们过于看重“流量”标准而忽视了本应承载的精神引领、先进示范等方面

的角色期待.为此,我们应主动创造条件,以系统化、机制化的流程有效引导娱乐明星主动、科学、有
序地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中.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流程着手:

一是主动设置传播议题,遴选合适的娱乐明星参与.娱乐明星裂变式的传播效果可以迅速为相

关议题提供持续且广泛的聚焦效用.我们可充分利用这一群体的公共传播优势,主动设立需要娱乐

明星参与或娱乐明星可以参与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议题,引导其充分发挥自身能量.而联动何类娱

乐明星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议题? 这就需要充分考虑、准确辨识不同娱乐明星的特质,筛选出一批

积极向上、有使命担当的娱乐明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议题传播的“先锋”,使其率先为正面舆论引导发

挥影响力.通过这部分娱乐明星代表,带动其他娱乐明星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参与,进而在娱乐明星

群体中形成强大的舆论引导合力.
二是客观评估娱乐明星及其粉丝的贡献,予以适度褒扬.在与娱乐明星联动合作、正向舆情引导

的过程中,应对有突出贡献的娱乐明星及其团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适度的褒扬.可以在事实支撑下、
在制度范围内,以短讯播报、专题报道等方式肯定其行为价值.这有利于吸引和引导其他娱乐明星及

粉丝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相关议题的传播当中,从而在整个粉丝文化以及社会文化中营造积极向上、
奋勇争先的舆论氛围.

三是及时进行过程梳理和经验总结.应适时系统地梳理娱乐明星参与主流意识形态议题传播的

方法及效果等,进行科学可靠的经验总结.比如:统计娱乐明星群体参与主流意识形态议题传播所使

用的各种方式的成本收益,找到成本与收益的均衡点;分析娱乐明星的行为和舆论走向,建立两者之

间的数据关系;分析效果不佳案例,总结教训,提出改进建议等.总之,经验的总结必须能够还原事件

原貌、发现相关规律,以为此后娱乐明星参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切实有效的案例和数据参考.
(三)实现立破并举,突破饭圈集体角色的文化模式区隔

主流意识形态要实现对广大粉丝群体的有效引领与凝聚,必须突破饭圈集体角色文化模式的区

隔,使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在饭圈自由通入.而突破这一文化模式区隔,可从技术破圈、话语入圈与情

感出圈三个方面入手.
基于安全原则的技术破圈.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等多元技术的叠加运用,可以实现对粉丝群体

巨量网络语言行为的深度挖掘,进而精准识别不同粉丝群体的话语共鸣点、思想交汇点,为其定制分

发独家主流意识形态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的“破圈而入”.这一过程涉及对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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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信息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而“大数据带来的最大伦理危机是个人隐私权问题.”①隐私侵犯、数据泄

露等伦理风险问题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应用中亦不容忽视.为此,在技术的原初设计阶段,就
应嵌入隐私保护的干预程序,当信息数据的采集、分析存在侵犯隐私风险时,程序便停止运行或进入

人工操作阶段.作为数据的来源方、提供者,粉丝也应当不断提升安全意识与媒介素养,在各类 APP、
网站的信息授权方面予以重视.

基于适度原则的话语入圈.“话语入圈”指主流意识形态灵活套用饭圈话语以实现和粉丝群体的

有效交流对话,这一策略的效果已经得到确证.不过,“话语入圈”必须把握好“度”.主流意识形态传

播的权威主体在坚持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对饭圈话语的挪用、拼贴应因事制宜、因时制宜,把
握好分寸和力度,避免因把握失当而适得其反、弄巧成拙.为此,应组建、优化专业智库团队,通过专

业化人才队伍实现对饭圈话语的动态化、实时化收集与研究,在深入分析特定话语的语义结构、隐含

逻辑的基础上,探究其意识形态功能性和现实社会适用性,进而实现有选择、有意义的话语挪用.同

时,要在总体上探索和把握饭圈文化模式产生和传播的规律,并适时地主动创造既带有主流意识形态

教化功能又能使粉丝群体接受的话语因子,使这类话语在粉丝群体内部得到自觉传播与使用.
基于尊重原则的情感出圈.要打破对粉丝角色的刻板印象,对“娱乐明星崇拜”去污名化.长期

以来,“疯狂”“不可理喻”等污名化标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粉丝群体的叛逆情绪,也使普通社会成员

与粉丝的区隔性愈发凸显.但如前文所述,崇拜是思维能力发展的必经阶段,娱乐明星崇拜是粉丝主

动选择、积极习得的角色知觉的彰显.大众媒介和社会成员应摒弃对粉丝、饭圈的刻板印象,以平等

包容的心态正视粉丝群体的情感表达方式,从而弥补和消解社会区隔,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团结凝

聚.因此,在报道粉丝群体及娱乐明星崇拜现象时,不能一味地报道其负能量事件和行为,应当适度

报道和肯定其正能量事件与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为“饭圈”正名,并强化粉丝群体的爱国情怀,对
粉丝群体的思想和行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精神振奋和正面导向作用.

(四)健全法规体系,进行多维角色规范

角色规范是社会对特定角色规定的行为模式②.明星崇拜古而有之,但娱乐明星崇拜现象泛化、
粉丝经济崛起、饭圈文化盛行是近２０年伴随娱乐资本、商业媒体与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的.因发展

时间相对较短且涉及主体多元多样,所以,针对这一重大社会现象中各行为角色的规范性立法、执法

工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整肃作为主推手的某些娱乐资本与商业媒体角色,使社会效益成为其责任导向.某些娱乐公司、

社交媒体平台是加速娱乐明星崇拜泛化的主要平台,也是深度耦合娱乐明星崇拜与消费享乐主义的

主要推手.某些娱乐资本制造生产流水线式“偶像”商品、制定娱乐明星商业价值评价标准,某些社交

媒体平台参与制造热点、数据、流量,二者联手以最大程度赚取经济利益.对它们而言,仅依靠道德自

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以严格的法律规范和强有力的法律执行,为娱乐明星崇拜的主要推手划出清

晰的“红线”和“底线”,引导相关商业主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规范娱乐明星和粉丝的网络行为,使线上崇拜成为合规行为.互联网是娱乐明星崇拜的主阵地,

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互联网空间的氛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粉丝的角色知觉与娱乐明星的角

色扮演,“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多元网络社会思潮也会影响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态度.“网络空

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③近年来,«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等政策法规相继出台,较好地规范了娱乐明星的网络行为.但总体而言,相关行为规范的政

策供给,尤其是在制止网络水军炒作、数据流量造假等方面,仍显不足;对于粉丝而言,中央网信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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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虽已初见成效,但仍需在长效性、根本性、全面性上进一步加

强治理.总之,为营造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场域传播的清朗空间,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以进

一步约束和规范娱乐明星及粉丝的角色行为.

TheSpreadingCircumstancesoftheMainstreamIdeologyintheSituationofWorship
ofEntertainmentStarsandtheWaystoEnhanceIt:AnalysisofRoleTheory

ZhengJingbin　RenHongyu
(SchoolofMarxism,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Roletheoryisatheorythatstudiestheroleofindividualsintheprocessofinteractionand
thelaws of their activities．It contains important social normative significance and rich
methodologicalsignificance．ForthespreadingcircumstancesofthemainstreamideologyinthesituＧ
ationofworshipofentertainmentstars,roletheorycanprovideusefultheoreticalinspirationand
practicalreferenceforfans,entertainmentstarsandfansgroupstostandardizesocialbehaviorand
enhancethecommunicationspowerofmainstreamideology．Basedonroletheory,nowadays,the
worshipofentertainmentstarsinChinaisattributedtothecombinedeffectoffansroleＧinteraction
needs,starsroleＧexpectationsupply,andsomecapitalmediasroleＧfunctioncatalysis．TherehaseＧ
merged a complex phenomenon,including the demonstration and appearance offansroleＧ
perception,tensionanddeviationofstarsroleＧplaying,sparkandintegrationofculturemodelin
fansgroupscollectiverole．Suchaphenomenonhasresultedinnew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for
thecommunicationsofmainstreamideology．Ontheonehand,thefansroleＧinteraction,thefans
groupscollectiveroleculture model,andthefanscommunityroleＧidentitycan providenew
resourcesfortheextensionofthescopeofthecommunicationsofmainstreamideology,andtheenＧ
richmentofdiscourses,andtheconsolidationoffunctions．Ontheotherhand,itislikelyfortheauＧ
thorityofthesubject,theintegrityoftheintermediary,andtheseriousnessofthecontentofthe
mainstreamideologyarebeingshieldedandblockedbymultipleinformationpowersubjects,dissemＧ
inationintermediarychains,entertainmentinformationandinappropriateexpressions．Therefore,to
enhancethecommunicationspowerofmainstreamideology,itisimperativetograsptheopportuniＧ
ties,handleandresolvethechallengesandachieveabreakthroughtoconstantlyarousetheroleＧperＧ
ceptionoffans,reshapetheroleＧplayingofstars,removethebarriersoftheculturalmodeloffans
groups,andconductmultiＧdimensionalroleＧspecification．
Keywords:Roletheory;Worshipofentertainmentstars;Themainstreamideology;SpreadingcirＧ
cumstances;Theenhance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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