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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 ■ 沖突 ■ 遗失 ：

“

畆生饭
”

的符号 自我

闫 文君 张 孟

摘 要 ： 本文 以
“

私 生饭
”

群体 为研 究 对 象 ，
从符号 自 我 的理论视 角 ，

通过 网 络 民族志及文本分析 的研究 方 法 ， 来探究这一群体 的 病

态行为 特征及其 背后 的 动 因 。 首先从粉丝 与 偶像相 处模式 的 关

系 角 度 ，
总结

“

私生饭
”

的行 为 特征 为 对抗性与 冲 突性
；
接下

来分析
“

私 生饭
”

过度沉迷于虚幻 的 身份 自 我建构导致的 自

我遗失 ；
然后从个体心 理及社会 变 迁层 面 对

“

私 生饭
”

的 符号

自 我建构 与 发展进行 内 因 与 社会动 因 分析
； 最后 ， 揭 示 大 众传

媒环境 中
“

私 生饭
”

带 来的社会 困 扰与 隐 患
， 并 尝试提 出 将其

发展 引 向正轨的建议 。

关键词 ：

“

私 生饭
”

， 符号 自 我 ， 对抗 ，
冲 突

， 自 我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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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 规 划项 Ｓ
“

河 南 传统 文 化 丨 Ｐ 开 发 的符 号 生 产 与 认 同 机 制 研究

（
２０ １ ９ ＢＸＷ００６

） 中期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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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媒介革命演变 、 大众文化兴起与消 费社会的到来 ， 关于粉丝文化的

研究越来越表明 ， 明星艺人发展离不开粉丝群体的助力 ， 基于粉丝这一群体

在社会发展 中所起的作用 ， 粉丝行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以往关于粉丝群

体的研究 ， 大多集 中关注粉丝群体从盲 目 到理智 的成长 、 变化过程 ， 其 中包

括对粉丝文化的 日 趋成熟 、 粉丝社群机制 的建立 、 粉丝经济的发展等现象的

探讨 。 这些研究所涉及的粉丝大多都是麦奎尔所称
“

最狂热的
”

媒介迷 ， 被

视为
“

有意识地共享多少受到强烈吸引 的感情的群类
”

（
２００６

，Ｐ
．１ ４９

） 。 在

这种共享情感驱动下的粉丝 ， 作为群体 ， 其行为具有某种 同质性 ； 作为个体 ，

其对偶像表现出
一种积极且主动 的行为倾向 。 然而 ， 粉丝与偶像间也存在一

些不和谐的表现 ，

“

私生饭
”

的追星行为即这一表现的典型代表 。

在探究
“

私生饭
”

这一粉丝群体之前 ， 首先需要 明确 的是 ，

“

私生饭
”

在学界 尚未有统一定义 ， 有学者根据喜爱程度将
“

私生饭
”

概括为
“

明星粉

丝 中一种病态的存在 ， 每时每刻跟踪 、 偷窥和偷拍喜欢 的 明星私生活
”

， 这

种
“

偶像崇拜的极端迷狂状态
”

（ 邵培仁 ， 陈龙 ，

２０ １ １
，Ｐ ．６３

） 正是
“

私生

饭
”

区别于一般粉丝的显著特征 。 其次 ， 这一类不和谐行为与部分学者所研

究的
“

粉丝群体的极端化行为
”

有很大不同 。 后者侧重从粉丝单向 的行为角

度 出发 ，
主要研究对偶像的极度推崇与盲 目 维护等行为 ； 前者聚焦于粉丝与

偶像双向且具有对抗性与冲突性的互动及 自 我构建行为 ， 这也是当前较少为

人所关注 ， 但有较大社会影响 的行为 。

一

、 对抗 ： 身份幻想与隐私保护的博弈

符号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是当下的趋势 ，
这一转变在粉丝行为 中有着深刻

体现 。 对粉丝而言 ， 对偶像及相关文本 （ 如偶像的喜好及代言产 品等 ） 的消

２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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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
不在于物品本身的价值 ，

而是对理想生活方式和品位的追求 。 但不同于

普通粉丝与偶像之间的 良性互动 ，

“

私生饭
”

毫无节制地终 日 沉溺于对明星

的关注和幻想之中 ， 将偶像及
一切与偶像相关文本所代表的意义无限放大 、

极端化 ，
因无法直接拥有偶像本身 ， 便通过对偶像的消费性认同行为来印证

或构建 自我 。

一般粉丝通过购买偶像所代言的产品或模仿其所喜爱的风格来

达到一种心理上的接近 ， 而上述行为满足不 了
“

私生饭
”

的心理需求 ，

“

私

生饭
”

需通过窥视偶像隐私来获取
一种心理上

“

独家拥有
”

的满足感。 鲍德

里亚说过 ：

“

人们在消费物品时 ， 实质上是在消费符号所具有 的意义 ， 同时 ，

也正是通过对特定符号意义的认 同或不认 同形成了
‘

自 我
’

， 界定着
‘

自

我
，

。

’ ’

（
２０ １４

，Ｐ ． ６９
） 这种行为其实是基于符号转喻的心理机制 ， 即穷尽

一

切可能将 自 己与偶像连接起来 ，
以达到一种幻想中 的 自我身份建构 。

过去 ，
人们仅能通过传统媒体接触偶像 ， 偶像姓名及形象即为其可感知

部分 ， 而当代偶像作为
一个典型的消费符号 ， 在 自媒体平台 的催化下 ， 其能

指的广度被不断扩展 ， 偶像的亲笔签名照 、 活动门票及花式周边产品是最有

效的印证 ，
而

“

私生饭
”

为显示对偶像独特的
“

爱恋
”

， 将偶像符号的能指

范围延伸 向更加私密的空间 ， 小到偶像用过的垃圾桶 ， 大到偶像的私人信息 ，

无一不是
“

私生饭
”

觊觎的对象 。 被
“

私生饭
”

赋予全新意义的私人物品 ，

通常会由粉丝拍照发布在网络上 ， 彰显其与偶像更为亲密的关系 。 从符号心

理学的角度看 ，
这类粉丝可被称为恋物狂 ，

通过收集物来代替不可及的偶像 。

当
“

私生饭
”

将作为指示符号的物件与偶像的替代关系暂时忘却时 ，

“

私生

饭
”

的欲望便从偶像转移到符号本身 。

约翰 ？ 费斯克指出 ， 大众文化迷表现出
“

两种行为的特殊性 ： 辨识力与

生产力
”

（
２００ １

， ｐ
．１ ５４

） 。

“

辨识力
”

指的是粉丝在他们所着迷和不着迷的东

西或人之间有着
“

泾渭分明 的辨识界限
”

。 在文化工业时代 ， 热点文本层 出

不穷且千篇
一律 ， 要在其中找到使 自 己着迷的文本 ， 就需要在此方面具备 比

一般大众更高的敏感性 。 在粉丝眼中 ， 自 己 的偶像有着与大众乃至其他偶像

迥然不同的品格 ， 而这种特质正是 自 己最为推崇的 ， 由此来看 ， 粉丝对偶像

的着迷顺理成章 。 但就一般粉丝而言 ， 对偶像的着迷可视为人生爱好之
一种 ，

是正常工作与生活的 良性调剂 ， 而
“

私生饭
”

却将对偶像象征意义的追求当

作生活 目标与人生意义的栖息地。 在偶像相关文本之中 ， 偶像隐私正是
“

私

生饭
”

最为着迷的东西 ， 隐私由于其私密性与独特性 ，
天然具有 比公众形象

更鲜明 的辨识力 ， 这就将
“

私生饭
”

与一般粉丝区分开来 。

甚至 ， 为进
一步彰显 自 己 的辨识力 ， 某些

“

私生饭
”

会将偶像的言行细

２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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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无限放大 ，
因他们眼中偶像的某一失范行为而出现

“

脱饭回踩
”

现象 。 费

斯克认为
“

大众文化迷具有生产力
”

， 着迷行为会激发粉丝去
“

生产 自 己 的

文本
”

（
２００ １

， Ｐ ．１ ５４
） ， 如杨超越的粉丝通过图像后期处理等形象再创造的

行为 ， 将其人设由邻家小妹重构为
“

锦鲤
”

， 被赋予
“

好运
”

象征意义的杨

超越的相关形象在互联网上裂变式传播 ， 其符号价值也飞速增长 。

“

私生饭
”

同样具有生产力 ， 只是这种生产力体现出对偶像极强的破坏性。 如某明星多

次被
“

私生饭
”

围追堵截 ， 其助理采取相应维护举措时 ， 却被录像并做后期

处理 ， 成为爆料该明星
“

双标人设
”

的证据 。

一时间视频被大量转发 ， 舆论

倒向
“

私生饭
”
一方 ， 部分

“

黑粉
”

更是借此获得一批追随者 ， 贏得 了关

注 。

“

私生饭
”

对偶像私下形象有过多了解与爆料 ， 这难免会与媒体塑造的

偶像形象有些许偏差 ， 是偶像及其工作室不愿看到的 ， 也是普通粉丝群体及

偶像排斥 、 对抗
“

私生饭
”

的一大缘由 。

此外 ， 粉丝与偶像关于隐私的对抗性更多地体现在网络中 ， 因为在网络

时代粉丝对偶像隐私的发掘与获取较以往时代轻易许多 。

“

这种随时随地的

挖掘 ， 到了场景时代更变本加厉到人都难以 自 知的地步 ， 于是人变成了互联

网中之
‘

物Ｖ
’

（ 王小英 ，
２０ １９

） 有学者在研究网络舆论博弈的结构时 ， 提

出 了一种基于群体间观点表达的
“

交互 向度 的对抗结构
”

（ 夏雨禾 ，
２０ １ ８

） ，

体现双方的对峙状态 。 将这一结构用于
“

私生饭
”

行为的分析 ， 能够更加清

晰地反映出偶像与
“

私生饭
”

之间的相处模式 。 在这一类相处模式中 ， 核心

是偶像私生活信息 ，

一方极力保护 ，

一方不计代价挖掘 ，
双方上演了一场关

于隐私的零和博弈 。 在这一过程中 ， 媒介赋予了粉丝更多的主动权 ， 处于被

动地位的偶像则以呼吁 、 劝告作为 回击 。 因而 ， 偶像与
“

私生饭
”

之间处于

一种矛盾的相处模式 。

二
、 冲突 ： 自我认同偏差导致的对抗升级

近年来 ， 偶像养成节 目 、 综艺节 目 、 网剧的逐渐发展 ， 娱乐产业的加速

扩张 ， 丰厚的利益驱使 ， 使得各行业名人身份交叉 ， 娱乐 圈边界不断拓展 ，

文学圈 、 游戏圈 、 体育圈纷纷进驻 ， 引发了一次次圈层冲突 。 名人借助新媒

体在网络上的强大优势进行包装 ， 迎合当下的受众审美。 网络造势迅速提高

了名人知名度 ， 同时也为名人带来了
“

私生饭
”

。

“

抛弃一切 ， 只为偶像而

活
”一偶像身上的符号意义逐渐成为

“

私生饭
”

全部生命价值之所在 ， 在

这样极端的情绪裹挟下 ， 偶像言行与
“

私生饭
”

预期一旦有任何不符 ， 都将

２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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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
“

蝴蝶的翅膀
”

， 带来冲突 的风暴 。 如果说对抗是
一种较为温和的相处

模式 ， 那么冲突则是带有
一定暴力倾向 的相处模式 ， 这

一模式下的双方关系

更为恶劣 。

“

私生饭
”

长久以来存在 自 我认同偏差 ，
往往在对抗性行为满足

不了其欲望的情况下做出制造冲突的行为 。

首先 ， 粉丝会对偶像所处空间进行符号化建构 。 在符号消费语境下 ， 符

号与空间逐渐建立了某种互动关系 ， 即
“

消费空间 自 身的符号化
”

和
“

符号

化的消费空间
”

（ 申 峻霞 ， 张敏 ，
甄峰 ，

２０ １ ２
） 。 通过社交网络呈现 ， 被偶像

建构的空间得到其粉丝的广泛认可 ， 随后空 间本身转化成消费的对象 ， 从而

成为某种新的偶像符号得到传播和扩散 。 这类现象在网络中不难发现。 偶像

去过的餐厅 、 酒店 、 商场等各种空间 ，
都是粉丝

“

打卡
”

的对象 。 对真实空

间的符号化建构 、 对符号化空 间 的 网络化呈现是粉丝主动性最直接的体现 。

在现实生活 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个人 ， 在网络上获得了另外
一种共同身份



粉丝 ， 他们以偶像为中心展开
一场无关乎时空的线上 、 线下互动 ， 由此获得

一种归属感 ， 这是网络时代个人社会化的
一种形式 ， 是个体获得社会群体认

同与建构 自我身份的过程 。

其次 ，

“

私生饭
”

会努力打造与偶像有关的符号化空 间 。 与偶像同乘
一

班飞机 ， 由于空间限制 ， 偶像即使受到侵犯也无处可躲 ，

“

私生饭
”

产生与

偶像共处
一室的幻觉 。 有

“

私生饭
”

进入偶像家中并 占用偶像的私人物 品 ，

更有
“

私生饭
”

整 日 徘徊于偶像去过的地方。 在
“

私生饭
”

的行为中 ， 肢体

接触是让无数粉丝及偶像最难以忍受但最无能为力 的
一种 。 社会心理学的认

知一致性理论认为 ， 个体需要保持心理平衡状态 ， 当认知矛盾打破这种心理

平衡时 ， 个体就会产生不愉快的心理反应 ，
这种反应又会反 向促使个体采取

行动来恢复心理上的平衡状态 。

“

私生饭
”

与偶像身体接触的过程中 ， 为保

持心理与现实的平衡 ， 对于偶像在遭受身体骚扰时表现出 的行为反应格外敏

感 。 若偶像反感 ，

“

私生饭
”

会 自 动过滤掉其中与预期不符的信息 ，
不断给

予 自 己正面暗示 ； 若偶像忍耐 ，

“

私生饭
”

则会认为 自 己此类行为是合理的 ，

固化 自 己对偶像形象的认知 。 而这些行为经新媒体广而告之于网络 ， 会引发

更广泛的
“

破窗效应
”

： 部分潜在
“

私生饭
”

长期处于偶像的虚拟世界里 ，

对偶像相关信息来者不拒 ，
也同样关注媒体对

“

私生饭
”

行为的报道 ’ 由此

不断地被暗示 ， 进而失去理智 ， 对所见所闻进行模仿 。

总之 ， 为彰显 自身在粉丝群体中 的独特性 ，

“

私生饭
”

需要表现出更高

的忠诚度及亲密度 ，
以在群体空间 内部建构起 自 我身份认同 。

“

如果说雷同

和相似是进人等级空间 、 构建身份秩序的必要手段 ， 而刻意去制造差异成为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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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进人期待秩序后划定个人空间 的法宝 。

”

（ 王静梓 ，
２０ １４

） 对
“

私生

饭
”

而言 ， 与偶像所处空间距离越近 ， 越是意味着 自 己所拥有身份标签的显

著性 。 在符号消费社会 ， 身份
－

自我很大程度上是以
“

物体系
”

所指示的符

号秩序来确定的 ， 因而对偶像的空 间符号化建构能力就成为粉丝们新的身份

识别系统 ， 重塑了粉丝群体的社会秩序 。 基于上述原因 ，

“

私生饭
”

对偶像

所处的空间表达出高度认同 ， 并 自 发建构满足 自 身幻想 的符号意义 ， 在与偶

像发生冲突的边缘不断试探 。

三 、 自我遗失 ： 虚拟契约对现实的影响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 ， 人皆有 自 我实现的需求 。 但绝大多数人又难

以满足这一人生最高层次的需求 ， 于是粉丝对偶像的崇拜就成为另一种 自我

实现的形式。 偶像之所以能成为偶像 ， 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着众人渴望却难

以拥有的特点 ， 偶像的这些特点之于每位粉丝都有着独特的意义 ， 在后消费

时代 ， 这便是偶像的符号价值之所在 。 所谓符号价值 ， 指的是物品在使用价

值与交换价值之外的意义价值 ， 即物品所代表的身份 、 地位 、 品位 、 个性等

给人带来的心理满足。 正如马克思主义的物化理论所言 ， 产品关系的背后是

人与人的关系 ， 物的消费体现出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 。 因而 ， 粉丝对偶像的

认同归根结底是围绕着身份
－

自 我的一种循环与交互的过程 。

“

私生饭
”

消

费着 自我解读的偶像意义 ，
以偶像恋人或邻居 自 居而不满于普通粉丝身份 ；

从受众与媒介的关系而言 ， 粉丝的这种行为是对媒介人物深度卷人的结果 。

一方面 ，

“

私生饭
”

试图重新建构一种类似于具有初级群体特征的社会

身份 ， 与群体成员结成一种如家庭 、 邻里般面对面交往与合作的亲密关系 。

这类似于美国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提出 的
“

准社会交往
”

行为 （
Ｈｏｒｔｏｎ＆

Ｗｏｈｌ
，

１９５６
） ， 准社会交往并非真实交往 ， 而是指受众对媒介人物会产生情

感依赖 ， 并将其当作 日 常生活 中 的真实人物去建构彼此间 的关系 。 当然 ， 这

种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受众 自我想象基础上的 。

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粉丝个体想象的与偶像的一种虚拟亲密关

系 ， 是粉丝将拟态关系延伸至现实交往的结果 。 基于上述心理驱动模式 ，

“

女友粉
” “

姐姐粉
” “

妈妈粉
”“

事业粉
”

等粉丝类别形成。 对 自 己身份的

界定 ， 其实就是对人格的 自我验证与构建 。 如果这种心理仅仅存在于拟态环

境 ， 或者对粉丝的现实生活影响不深 ， 那么双方还是正常的粉丝与偶像关系 。

但是 ，

“

私生饭
”

很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身份定位 ， 他们凭借想象中 的身份

２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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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介人偶像 的现实空 间 ， 试图通过空 间界限 的 消 弭提高想象 中关系 的亲

密度 。

而在粉丝与偶像的虚拟亲密关系契约之外 ， 粉丝和粉丝之间也存在着某

种虚拟契约关系 。 人作为群居动物需要归属感 ，

一则 出 于安全考虑 ，
二则 出

于精神需要 。 但不 同于传统熟人社会 ， 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 疏于沟

通交流的个体很难展现出 自 身属性以获取社会认同 。 于是 ，

“

消 费者共同体
”

这一新的社会群体就出现了 ，
以商品 的符号价值作为展示 自 我与鉴别他人的

中介 ， 是现代人为寻求群体认同 自 发找到 的最便捷方式 。 偶像符号价值突 出

的特性恰恰吻合了这一时代需求 。 作为个体的粉丝如 同暗夜海上的一叶孤舟 ，

期待在偶像这盏明灯的指示下找到归属 。

“

粉丝聚合成
‘

饭圈
’

的过程 ， 是

深陷娱乐迷阵和偶像崇拜的文化想象与情感投射过程 ， 也是进行身份认 同和

群体归属 的过程 。

”

（ 吴炜华 ， 张海超 ，

２０２ １
）

另一方面 ， 这种极度认同现象又使得粉丝逐渐丧失 了与现实社会的联系 ，

偶像依恋与媒介依赖相伴而生 ， 粉丝长久沉溺于这种幻想 的真实 ， 不可避免

地遗失 自 我 。 正常情况下 ， 自 我是 以 他者为镜像来确定 的 ， 他者 （

“

大他

者
”

） 携带着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 ， 映射着 自 我与社会 的诸种关系 。 主体

应该以主我为中心 、 客我为镜鉴 ，
二者互相作用 ， 打磨出 更能获取社会广泛

认同 的 自 我 。 然而对
“

私生饭
”

而言 ， 偶像与
“

饭圈
” “

小他者
”

） 成了他

们生活的全部 。 对偶像的过度着迷使
“

私生饭
”

自 觉屏蔽其他社会联系 ， 形

成单一圈层社交 ， 其局限性导致了
“

私生饭
”

对偶像和
“

饭圈
”

成员 的情感

依赖 ， 主我完全让位于客我 。 所 以 ，

“

私生饭
”

的身份
－

自 我呈现出客我偏

重的极端倾向 ， 他们唯有通过
“

小他者
”

的认同才能找到 自 己存在的意义 。

“

青春的情感想象 、 难 以实现 的欲望投射和亚文化的族群认 同
一起混淆

了媒介空间和现实 。

”

（ 吴炜华 ， 张海超 ，

２０２ １
）

“

私生饭
”

任 由媒介空间在

自 我 的世界 中疯狂蔓延 ， 媒介空 间 由 在现实空间 留 下浓重 的投影开始 ， 渐至

实现对现实空 间 的蚕食 ， 使
“

私生饭
”

出 现 了 自 我遗失 。 当偶像公开斥 责
“

私生饭
”

行为时 ，

一个
“

私生饭
”

在聊天群 中怒斥其是
“

劈腿渣男
”

， 说

自 己 从未受过这样 的委屈 。

“

私生饭
”

这种 以爱为名 义的伤害 ，
源于对偶像

身份进行极端片面化解读之后产生 的病态心理反应 。

“

私生饭
”

不满足于隔

着屏幕追随偶像 ， 深入偶像私人生活成为他们从普通粉丝变成
“

私生饭
”

的

重要行为表现 。

“

私生饭
”

否认偶像 的公众性 ，
以 自 我为 中心单方面建构具

有亲密关系 的社会身份 ， 其身份
－

自 我代人得过于彻底 ， 使情感大于理智 ，

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遗失 自 我的具体表现 。 换言之 ，

“

私生饭
”

对偶像的消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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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已经突破了虚拟的符号消费范畴 ， 而将其物化为纯粹的商品消费对象 。

“

文本的价值在于被使用
”

以及所提供的
“

相关性
”

， 而不在于它的
“

本

质或美学价值
”

。 在霍尔的解码理论中 ，

“

相关性的意义
”

是 由读者从文本中
“

选择性地生产出的意义
”

（ 费斯克 ，
２００ １

， ＰＰ ．１ ５ １
－

１ ５３
） ， 而

“

私生饭
”

对

于偶像身份的选择性解读正体现了这一点 。

“

私生饭
”

虽将偶像符号消费到

了极致 ， 但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而言 ， 他们对
“

偶像
”

这一文本的理解实际

上停留在只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属性上 。

“

私生饭
”

认为
“

我花了时间和金

钱 ， 你就理所应当地为我所有 ， 是我用金钱捧红了你
”

。 显然 ，

“

私生饭
”

将

等价交换的思维应用于追星 ， 认为偶像理所应 当成为 自 己 的
“

专属物 品
”

。

面对这种极端片面化地解读偶像身份的行为 ， 偶像往往会捍卫 自身正当权利 ，

明确表示不愿透露隐私或迎合
“

私生饭
”

心 中 固有的偶像形象 ，

“

私生饭
”

将这种表态视为背叛 ： 他们交付全部精神世界给 自 己 的偶像 ， 本是为换取某

种程度的心理慰藉 ， 却只得到偶像的斥责 。

“

私生饭
”

因爱生恨 ， 引发
“

恶

魔效应
”

， 直至爆发冲突 。

四 、 祛魅与戒断 ：

“

私生饭
”

行为的动因

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

文本间性
”

概念 ， 认为任

何一个文本都是不 自足的 ， 不仅吸收和转换了其他文本 ，
还体现出从一个意

蕴系统向另一个意蕴系统的过渡 。

“

私生饭
”

行为作为一个长存于社会的病

态现象 ，
也绝非孤立的符号文本 ， 其发生发展深受社会环境变迁及个体人格

障碍的双重影响 。

从社会整体而言 ， 这一病态行为实际上是对传统偶像祛魅行为的变异延

续 。

“

祛魅
”

源于马克斯 ？ 韦伯所提
“

世界的祛魅
”

， 是指消解科学和知识的

神秘性 、 神圣性 、 魅惑力 。 将其用于偶像这一角色上 ， 即指
“

消 除偶像神

性 ， 赋予偶像人性
”

， 最终达到将偶像平民化的 目 的 。 （ 尹金凤 ，

２０ １ ２
） 随着

社交网络的发达 ， 粉丝得以与偶像零距离接触 ， 为提高曝光度 、 存在感 ， 明

星也乐于通过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分享 自 己 的 日 常动态 ， 或是参加接近 日 常生

活的纪实性节 目 ， 实现 自 我祛魅。 在这一过程中 ， 偶像掌握行为主动权 ， 隐

藏光环 ， 展现接地气的一面 ， 在与媒体为其制定的人设不冲突的情况下 ， 消

减 自 己身上的神秘感 ， 吸收世俗特质 ，
以一种更加亲民的方式提高符号价值 。

由此 ， 粉丝愈加忠诚于偶像 良好的个人品质 。 这是一种符合当下社会道德的

偶像 自我祛魅行为 。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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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是
“

私生饭
”

行为最突出 的特点 ， 这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所传达的

思想不谋而合 。 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大众表现出
“

对传统权威的至高无上性

和传统思想品位的鄙夷
”

， 反叛并
“

怀疑一切基于宏大叙事框架的既有观念
”

（刘国强 ， 粟晖钦 ，

２０２０
） 。

“

私生饭
”

种种非理性行为不断再现与强化这种

反叛精神 ，
基于偶像频繁的 自 我祛魅 ， 将偶像视作亲密朋友甚至家人。 在这

种情感暗示下 ，
基于理性认知而克制欲望的能力逐渐消减 ， 久而久之 ， 当理

性的最后一道防线被非理性的内在冲动击破时 ，

“

私生饭
”

探人偶像私人领

域 ， 将偶像隐私暴露在公众面前。 这种极端化的偶像祛魅使偶像处于完全被

动的境地 ，
也不为主流价值观念所接受 。

“

私生饭
”

挣脱理性的约束 ， 宣泄

着本能 ， 体验着解放 自我的快感 ，
对传统的社会道德标准产生怀疑。

从个体而言 ，

“

私生饭
”

与人格障碍有着密切联系 。

“

人格障碍是一种常

见的 ，
且具有社会破坏性的心理疾病

”

， 患者的外在表现为
“

内心体验和行

为模式持久地偏离其所在的文化规范
”

。 （ 张文娟等 ，

２０ １ ８
） 社交网络中 的

“

私生饭
”

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特征 ： 行为冲动且

不计后果 ， 侵犯他人利益而缺乏 自 责 。 从危害程度的角度分析 ，

“

私生饭
”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形成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 初期对偶像过度依恋 ；
中期

回避正常社交 ，
孤独感倍增 ； 后期偶像失格 ， 破坏力爆发。 偶像是粉丝的移

情对象 ， 在
一定范围 内对偶像产生精神依恋是正常的 ， 当超出正常范 围时 ，

依恋便是人格障碍形成的初始 。 随后 ， 这
一群体拒绝偶像以外的世界。 与普

通粉丝的
“

选择性注意
”

不同 ， 在长期接触偶像私人生活的过程中 ， 他们对

偶像相关信息事无巨细地吸收 ， 可能发现与心 目 中 的偶像形象不符的信息 ，

从而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 。 当对落差容忍度达到极限时 ，

“

私生饭
”

可能消

极轻生或是患心理疾病 ， 例如抑郁症等 ；
也可能出现

“

粉转黑
”

（ 即
“

脱饭

回踩
”

） 这样的反转及其他具有破坏力 的行为反应 ， 例如对偶像进行人身攻

击等 ，
这又会导致

“

私生饭
”

心理上的
“

戒断反应
”

。

“

戒断反应
”

是医学术语 ， 指在长期用药后突然停药引起的适应性反跳 ，

表现为心理上的不适应 。 长期远离正常人际交流圈 的
“

私生饭
”

多受以 自 我

为中心的价值观支配 ，
对偶像的疯狂迷恋被外界

一次次否定之后 ， 产生
“

我

可以为你而活 ， 也可以为你而死
”

的极端心理 ， 这便是不同程度的戒断反应

的表现 。

“

私生饭
”

长期 的人格障碍与其所导致的戒断反应相互作用 、 相互

影响 ， 成为
“

私生饭
”

行为产生的最主要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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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反思与建议

在符号消费盛行的年代里 ， 粉丝不断追求着体现在偶像身上的
“

地位 、

身份的差异符号
”

， 而
“

符号差异永远存在
”

（贾中海 ， 李娜 ，
２０２ １

） ， 粉丝

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 由此陷人消费逻辑的陷阱 。 这正体现着
“

私生饭
”

复杂

且矛盾的行为逻辑 ， 其负面影响主要有二 ：

一是固化粉丝群体
“

脑残粉
”

标签。

“

私生饭
”

是粉丝群体中特殊的一

部分 ， 社会对于
“

私生饭
”

病态行为的厌恶感转化为对整个粉丝群体的负面

刻板印象 ， 近而使整个粉丝群体被贴上
“

脑残粉
”

标签 ， 这对于粉丝文化的

健康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 ， 甚至使粉丝文化更易为主流文化所排斥 。

二是催生流言与其传播 。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提出流言流通量公式 ，

“

他认为 ， 在一个社会中 ，

‘

流言的流通量 ， 与问题的重要性和涉及该问题的

证据暧昧性之乘积成正比
’ ”

（ 郭庆光 ，

２０ １ １
， ｐ

．８７
） 。 娱乐圈 内能够拥有一

众
“

私生饭
”

的艺人 ， 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某段时间 的潮流 ， 公式当 中
“

问题

的重要性
”

即艺人影响力大小不言而喻 。 无论出 于情感推动还是名利诱惑 ，

“

私生饭
”

所曝光的信息往往真假难辨 ， 证据暧昧性增加 ， 问题的重要性与

证据的暧昧性同时上升 ， 流言流通量 自然呈指数级攀升 。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 在
“

私生饭
”

行为的背后 ， 有更多东西值得思考 。

粉丝是维持艺人热度的重要群体 ， 在某种程度上 ，
可以说粉丝与艺人是离不

开的 ， 粉丝甚至比艺人工作室更加卖力地宣传偶像 ， 推动偶像走上更宽广的

星路 ； 而每
一位偶像 ， 在 当下符号消费盛行的时代 ， 更应该说是一种符号 ，

是一种存在于每个粉丝心中 的神话 。 部分粉丝的情感战胜理智 ， 私欲与虚荣

心作祟 ， 做出种种越轨行为 ， 从对抗到冲突 ， 不断促使
“

私生饭
”

行为成为

粉丝圈内屡禁不止的现象。 着眼于 目前的娱乐圈 ， 作为
“

私生饭
”

行为首要

承受对象的艺人受到种种不 良影响 ， 新一代粉丝群体社会形象的重塑也会因

此受到压力 ， 在名利的诱惑下 ，

“

私生饭
”

行为衍生出谣言 。

“

私生饭
”

行为的危害在网络的助力下从娱乐行业扩散到社会的其他领

域 ， 需要引起各方的重视 ， 其中艺人与媒体在应对这一行为 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
必要时应避免对粉丝一味地宽容 ，

工作室可将行为恶劣 的
“

私生饭
”

拉人黑名单 ， 明令禁止其参加一切活动 ， 例如见面会 、 演唱会 ； 在网络的助

力下 ， 无论是 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 ， 要想扮演好讲述者的角色 ， 就应将道德

放于首位 ，
用正确舆论导向让和谐文明的社会文化常驻人心 。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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