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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
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这段
《桃花扇》里的唱词，被饭圈女
孩龚婷置顶在社交平台上，用
来自嘲看上了一个 “塌房”偶
像（“塌房”指的是明星被曝出
触犯道德、法律底线的负面新
闻， 颠覆了积极阳光的形象，

令粉丝大失所望）。

近几个月以来，偶像明星
接连“塌房”，抖落出饭圈文化
的畸形病态。 随着中央网信办
“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
行动不断深化开展 ， 那些为
“造星”而生的集资打投、刷量
控评、互撕谩骂、炫富攀比、干
扰舆论等乱象也逐步曝光在
公众视野中。 野蛮生长已至病
态的饭圈，到底对沉溺其中的
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龚婷是一名开学刚升入大三的 00 后，

因为很早开始追星， 年纪轻轻的她就已经是
个“饭圈老人”了。从最早一波“韩流”，到后来
的国产选秀， 她一路亲历， 却仍是 “当局者
迷”。 “对饭圈的操作，我几乎都了解。但身处
其中没办法理性思考， 完全是被群体的情绪
裹挟，盲目地做事。 ”

龚婷的追星路，是从 2012年开始的。那
时她还在上小学， 她的偶像刚刚作为韩国男
团成员出道。在电视上看到偶像的第一眼，龚
婷就被他帅气的形象打动，“简直就是长在了
我的审美点上”。 直到最近这位偶像“塌房”，

她追了整整 9年。

小学时， 龚婷追星的方式仅限于看看偶
像参加的节目，买一些印着偶像照片的文具、

贴纸、海报和小挂件，向身边同学、家人推荐
自己的偶像。 2013年，刚上初中的她得知偶
像开通微博，便跟着注册，登录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偶像的账号设为特别关注。在微博上，

她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粉丝同好， 以及带
着他们刷数据、打榜、买代言的“粉头”（粉丝
团头目），正式踏入饭圈。进入饭圈，她为追星
而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就不断增长———中学时
一个月要买一两百元代言产品， 到了大学则
把父母给的每月 2000元生活费大半花在偶
像身上，到了月末顿顿吃泡面，甚至为此得过
肠胃炎。 最疯的时候，第二天就是期末考试，

她还通宵在网上“撕对家”，和别家粉丝争吵，

结果在考场昏昏欲睡。

有几次， 龚婷的偶像也闹出了不小的负
面新闻， 但粉丝总是聚集起来先给自己 “洗
脑”，再为偶像“洗白”。 偶像首次在海外发歌
时，粉丝集资刷销量，导致几个一向看重实力
的海外榜单被 “屠榜”（新专辑一经发行就超
过了榜单之前的专辑），最夸张的一个是销量
榜前 10名里 8首都是这位偶像的新歌。 外
国网友看到不熟悉的名字一夜之间占据榜
首，又感觉此人的演唱实力不佳，便语带讽刺
地问：“这是谁？ ”消息传回国内，国内网友也
怒批：“丢脸丢到国外了！”龚婷也对这样的做
法产生过一丝质疑， 但大家理直气壮地说服
了她：“我们真金白银买的， 是他们自己销量
太差，怎么能怪我们？ ”

5年前， 龚婷的偶像就曾被人曝光私德
问题，但粉丝团头目的“洗脑”令她深信不疑。

她跑到每一条讨论此事的帖子下激烈反驳：

“我是他这么多年的粉丝，你们这些路人怎么
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他不是这样的人！”龚婷把
自己关在粉丝共筑的信息茧房里，与他们毫无
意义地互相求证、自我肯定：“相由心生！ 他这
么好看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你也是这样想的
对吧！ 我们都这样想，说明我们想的没错！ ”

直到今年又一位爆料人的实锤砸出来，

龚婷收到新闻推送， 来回点进去看了 3遍，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整一周，她都在等偶
像出来辟谣, 等来的只有警方发出的公告，

证实确有其事。有几天，她甚至不敢再看偶像
相关的内容，无意间看到贴在房间的海报，就
会崩溃大哭。 等到终于平静下来， 接受自己
“看走眼”的事实，再回顾自己为偶像“洗白”

的言行，既“打脸”又可笑。 更让她气愤的是，

那些追踪偶像、拍照卖钱，被称为“站姐”的
人，以及与明星本人、工作室都有着千丝万
缕联系的粉丝团头目，其实早就知道偶像在
光鲜亮丽的“人设”之下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却闭而不谈，还帮着瞒骗粉丝，怂恿他们为劣
迹斑斑的艺人“冲锋陷阵”。

龚婷说：“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粉丝
未必看不出破绽， 但饭圈的可怕之处就在于
它让你只相信你想相信的东西， 让你爱着自
己幻想里那个完美的偶像，拼了命地维护他。

最后， 多年的付出让你哪怕自我欺骗也不愿
意放手，事实如何根本不重要了。 ”

直到偶像凉了，被迫走出这个圈，龚婷才
惊觉那些疯狂追星的经历就像是一场梦，“醒
了才明白那只是自我感动”。

    听闻饭圈被整治、“打榜”被禁止的消息，

吴优恨不得跳起来拍手叫好。之前，她和自己
十多年的朋友小雪大吵一架， 就为了小雪迷
恋的“哥哥”。

吴优和小雪是中学同学， 因为考上不同
城市的大学，后来又在不同城市工作，能见面
的机会不多。几年前，吴优到小雪所在的城市
旅行，见了面小雪三句话不离偶像，时不时还
掏出手机点开偶像的综艺、 剧集拉着吴优一
起看。虽然自己不追星，但跟闺蜜一起看个乐
呵、打发闲暇时光，吴优也觉得开心。没想到，

小雪却愈发沉迷，像是变了个人。

大学毕业后，吴优一直在娱乐相关行
业工作。 一天下午，吴优突然接到小雪的
电话，竟是为了刚粉上的新偶像过来打探
消息。

小雪：最近我家“哥哥”被很多网友和
媒体批评，你是业内人士，有没有什么内
部消息呀？ 不会要凉了吧？

吴优：暂时没听说，不过我对他的印
象一般。

小雪：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他哪里不

好了？ 你是不是看了什么诋毁他的谣言了？

吴优： 我好像看到他在微博发表过不当
言论。

小雪：谁年少无知不说错几句话？有什么
大不了的？ 我还骂过比这难听的话呢！

吴优：他的粉丝经常组团骂人、引战、

互撕。

小雪：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粉丝，不是别人
为了抹黑我们反串的呢？ 这都是专门来黑他
的，他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

吴优：好吧，你觉得是就是吧。

小雪：好担心他看到骂他的话会难过，我
只是五天没吃饭了，他快十天没吃饭了。

吴优：你怎么知道他没吃？十天不吃饭不
会死吗？

小雪：哦，那就是只吃一两口，维持生活。

总有饭圈粉丝为自己辩解：“我们只是喜
欢一个人，喜欢有什么错。 ”但吴优感受到的
是，饭圈将一个曾经跟自己谈天说地，求同存
异地分享各自喜好的女孩，变成了党同伐异、

信口雌黄，以“喜欢”之名，行伤害别人之事的
“脑残粉”。

小雪的微博一天要转发几十条宣传偶像
的博文，内容千篇一律，有时甚至不知所云，

只为了带上话题提高热度。 这次微博下架了
明星势力榜、明星超话，吴优从心底里支持：

“这下小雪至少不用再花太多时间、精力去当
免费的‘数据女工’，可以好好吃饭，好好工作
和生活了吧。 ”

    陈慧是个不混饭圈的“理智粉”，她曾经
加入过一个明星后援会， 了解了一大堆 “规
则”之后，便果断“退圈”。 她说：“我不想一份
单纯的喜欢，最后给别人做了嫁衣。 ”

陈慧回忆，加入那个后援会，要达到好几
项条件。首先，要经常评论、转发、点赞明星微
博，拥有“铁粉”的标志；其次，明星超话（热点
话题）要连续签到超过一周；申请入群前，还
得上报微博账号， 管理员会检查当中没有其
他明星的内容，才算忠诚的粉丝；最后，还得
提交打榜、氪金（花钱）的凭证，再次证明自己
的粉丝身份。

费了好一番功夫才通过审核， 更麻烦的
却在后面———每人要开两个小号， 一个用来
超话签到和打榜，一个用来扮演“圈外路人”

和别家粉丝吵架、为偶像说好话；每天要完成
规定的打榜任务，在群里提交“打卡”截图；遇
到偶像发歌、播剧或者宣布代言的时候，还会

有定额的集资任务，用来刷销量，比如学生党
至少出 200元，工作党至少出 1000元。 “粉
丝团头目架子很大，追个星比上班还累。 ”陈
慧说。只想在业余时间追星作为娱乐的她，开
始在群里“潜水”，默默了解偶像动态、不打
卡、不说话、买东西全凭喜欢。不出一个月，她
就被管理员踢出了群，理由就是她“对偶像没
有贡献”。

陈慧看得很透彻：“其实那些‘粉头’的话
术都是有统一模板的，比如‘不花钱凭什么说
爱他’‘你不做数据，别人做，你的哥哥就会被
比下去’，把歪理说得好像很正义，其实就是
骗粉丝掏钱和干活。 ”她还看到，粉丝团头目
在听说有学生党把用来交学费的钱买了代言
产品，或者工作党上班刷数据挨了批评时，不
仅不加制止，还夸他们做得好。

那些被牵着鼻子走的粉丝， 最后到底为
谁做了嫁衣， 可能是无德无才纯靠流量上位
的艺人，可能是赚得盆满钵满的娱乐圈资本，

也可能是从中牟利甚至卷款潜逃的 “职业粉
丝”。最终，偶像轰然“塌房”，自己的工作和生
活还被弄得一团糟。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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