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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是个什么

“氪金粉”：
最热烈的爱是为你花钱

郭德纲有句名言叫“没有君子，

不养艺人”，除了表达观众与艺人

之间相辅相成的深意之外，还有一

层朴素的字面理解：追星是一种包

含消费在内的行为。

一方提供文化娱乐产品，一方

消费金钱，本来理所应当。张爱玲

曾在散文集《流言》中写道：“‘学

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

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

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

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

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

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

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

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

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

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

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抽象的主人”不但会消费杂

志、消费票券，还会把衷心的热爱

表达在“过度消费”这件事上。比

如大家都是买戏票进戏院看戏，无

非是前排的座位贵一点，但忠粉却

会买下几十张票送人，为演出者捧

场，比如谢稚柳与陈佩秋夫妇，就

会在梁谷音演出时买上几十张戏票

送亲友。还有的忠粉，只要是自己

的偶像登台，必须买到该演出场次

票房“满座”二字高挂才满意，才

算是给偶像捧足了场面。

更有甚者，用往舞台上“撒钱”

来抒发自己饱胀激动的情绪——比

如大师梅兰芳唱至高潮时，台下就

会有观众将随身佩戴的钻戒等昂贵

首饰扔到舞台上去，今时今日的粉

丝再痴狂，碰到当台丢钻戒的只怕

都甘拜下风吧。

从前就连塘西花国的阿姑追星，

都讲究个牌面——李碧华在《胭脂

扣》里就写了当年的追星盛况：“太

平戏院开演名班，演《背解红罗》《牡

丹亭》《陈世美》……我们一群姐

妹于大堂中座。共占十张贵妃床，

每张床四个座位，票价最高十二元。”

十二元，在当时是平常人家半个月

的生活费了。红牌阿姑齐卧贵妃榻

看戏的场面，想必也甚为隆重。

愿意掏钱肯定艺术，这是观众

和演员共得的体面。但追星消费这

件事还得是“丰俭由人”——看一

场戏，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扔钻戒吧，

买门票才是“君子”的门槛，扔钻

戒可不是！如今饭圈常挂在嘴边的

“没钱别提爱，白嫖不算粉”，显

然是把门槛抬高到人人都得扔钻戒

的地步，这是在鼓励爱吗？分明是

哄抬物价。

“饭圈”：
一场资本与流量的合谋

去年，何炅收粉丝礼物的事曝

光，当他在吐槽家里已经有 20 个保

温杯 50 支钢笔的时候，观众才发现，

原来这么些年《快乐大本营》粉丝“孝

敬”主持人的礼物从保温杯、钢笔

左图：梅兰芳练功照。

上图：梅兰芳“贵妃

醉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