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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背景、对象、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粉丝文化崛起，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中一种蔚为壮观的亚文化

现象。从２０世纪９０时代港台明星的疯狂追星族，到几年前的

“超级女声”粉丝团，再到近几年的影视剧迷、动漫迷、游戏迷、

歌迷等迷群的细化与涌现，一件大众传媒文化产品的流行，必然

伴随一群粉丝的追随与呐喊。“我是一个什么迷？”“我是谁的粉

丝？”几乎成为现代人尤其是青少年用作标榜身份、寻求认同的

一个重要标签。在形形色色的粉丝现象中，大体有三种粉丝：第

一种粉丝是病态的、狂热的、盲目的追星者；第二种粉丝是被商

业操控的、沾染了利益关系的 “职业粉丝”；第三种粉丝是热衷

与擅长挪用大众商业文化中的现有文本来创造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的积极粉丝①，文化研究理论认为这种粉丝是最重要的粉丝。

新的媒体技术的发展给大众传媒文化的受众带来了更多的主

动性，尤其是在 Ｗｅｂ２．０条件下，各种社会性软件催生了用户制

作内容 （ＵＧＣ，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的理念与实践，技术

支撑下的文化呈现出参与、互动、对话、草根等特征。受众的角

色从 “被动的收听者、消费者、接受者或目标对象”向 “搜寻

１００

① 贺玉高：《中国粉丝的三种形象》，载 《粤海风》，２０１０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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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交谈者”转变，即从受

众到用户转型。而各种大众传媒文化的粉丝则是积极受众的典

型，伴随着对所迷对象的过度性接触与体验，是对媒介的重度使

用。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第三种粉丝”更是如鱼得水，他

们利用各种免费软件进行文字创作、图片处理、视频编辑、特效

制作，利用各种网络论坛、社交网站等寻找同好、汇聚成群、进

行作品发布与传播、交流与分享，在现实与虚拟中建立联接，自

由转换，出入自如。

因此，在百度贴吧、豆瓣网、天涯社区等各类粉丝聚集的网

络社区里，涌现了大量由粉丝们根据所迷文本进行再创作的再生

性文本，成为一种重要的网络亚文化现象，成为一个研究创意社

会和创意文化的典型标本。

（二）研究对象

本书考察新媒体技术平台上的粉丝文化，选取国内各种流行

文化迷群网上活动的聚集地———百度贴吧作为观察场地，侧重关

注虚拟粉丝社群的文本再生产与再生性文本消费活动，即以粉丝

依据所迷的偶像或文本进行的再创作行为、衍生文本内容，以及

在此基础上的社群消费与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探讨新媒体技术

条件下粉丝亚文化的形成、表征与意义。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新媒体空间的粉丝文化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大众文化新景

观，折射出当代科技、社会、经济、文化的种种变革与趋势，本

书试图通过对这一微观文化实践的考察，梳理出其间蕴藏的意义

动机、创造能量与文化精神。

首先，研究粉丝文化有助于展开对青少年的思想与文化引

导。青少年是粉丝群体的主力军，粉丝身份成为当代青少年的一

种流行生活方式和认同标签。研究粉丝文化，就是研究这个群体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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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独特价值观与审美趣味，研究他们

如何利用媒介手段和粉丝情感寻找自我身份，进行人际交往，展

开团队协作。这可为当下处于社会巨变与多元文化浪潮中的青少

年成长教育提供借鉴。

其次，研究粉丝文化能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实务发展提供启

示，为文化创意产业学科建设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粉丝文化以商

业文化为母体，是大众文化的一种强化形式。研究粉丝文化，即

是研究粉丝作为重度的文化消费者和媒介受众的消费和接受行

为，研究他们从消费体验到生产实践、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传播的

转变趋势中展示出来的创造与行动力量，以及这种创造力与传播

力对于产业与媒介生产的反馈可能性，这就为媒介组织与商业机

构的文化生产和 “造迷运动”提供了参考。而在理论价值层面，

研究粉丝这个集 “生产者”“传播者”与 “消费者”于一身的特

殊群体，就是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中一个实现产业链最终价值、并

能够反馈联动整个产业链的重要环节，这就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中一向注重生产面向考察的传统视野，为这个新兴的学科提

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再者，研究粉丝文化可以为发展创新型的社会、教育与文化

提供灵感。在全球化的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在

于：如何将千万青少年的白日梦转换为创造力资源，以及如何将

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转化为符号资源与文化资本。研究粉丝文

化，就是研究粉丝创造力转向 “文化创造力”的可能性，研究新

媒体空间的粉丝文本再生产行为所蕴藏的创意社会的生活方式和

自助式的文化精神，融合媒介环境中生存必备的媒介素养，以及

应对多元融合和转型危机的文化自觉意识，这就为建设创新型社

会、发展创新教育以及多元文化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文化再生产

提供了启示。

最后，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粉丝文化可以为受众研究理论的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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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一些基础性贡献。在传统的受众研究视野中，粉丝受众

向来被视为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研究群体，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在

由 “受众”向 “用户”转型的参与式文化浪潮中，粉丝又成为其

间最活跃、最具代表性的一群。因此，研究粉丝文化，就是研究

这群在新媒体技术与粉丝情感双重驱动下的新型受众，可以为新

媒体技术环境中急需突破与发展的经典受众研究理论提供一些微

观事实和基础性贡献。

二、国内外研究概述

（一）英美迷文化研究梳理

从研究范畴 来看，迷研究 应属 于受 众 研 究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一个部分。Ｊｅｎｓｅｎ＆Ｒｏｓｅｎｇｒｅｎ曾经将受众研究传统

划分为五类：即效果研究 （ｅｆｆｅｃｔｓ）、使用与满足研究 （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文 学 批 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文 化 研 究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和接受分析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麦奎尔在

此基础上，根据研究目的、受众观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将其简

化归 纳 为 三 种 范 式： 即 结 构 性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行 为 性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和社会文化性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受众研究。结构性

受众研究侧重获得有关受众规模、媒介接触、到达率、流动情况

等方面的量化信息，满足媒介工业的需要；行为性受众研究重在

考察受众的媒介选择、使用、意见和态度等外在表现，目的亦在

改进和强化媒介传播效果；社会文化性受众研究在广义上则包括

批判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接受分析等，强调受众具有主

动性和选择性，认为受众的媒介使用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一种

反映，也是赋予文化产品和文化经验以意义的过程。① 英国文化

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提出 “编码与解码理论”，将受众对媒

４００

① 刘燕南：《〈受众分析〉：解读与思考》，载 《现代传播》，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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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文本的解读分为主导式、协商式和对抗式三种模式，为关注受

众主动性解读的迷研究提供了理论启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文

化研究、接受分析等社会文化性角度切入的迷研究作为主动受众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西方世界兴起。

格雷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ｒａｙ）、桑德沃斯 （Ｃｏｒｎｅｌ　Ｓａｎｄｖｏｓｓ）和哈

灵顿 （Ｃ．Ｌｅｅ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在 《迷群———一个媒介化世界中的

认同和社群》（Ｆａｎｄｏｍ：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一书中曾将英美迷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

段。①

１．第一阶段：迷作为大众文化资源的挪用者和抵抗者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兴起的第一阶段迷研究将迷视为大众文化

资源的挪用者和抵抗者。法国文化理论家德赛图 （Ｍｉｅ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提出了受众解读文本的 “盗猎”模式，受众在对大众

文本资料进行挪用与拼贴的过程中，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德赛

图的理论成为第一阶段迷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如约翰·菲斯克

将迷的主动性描述为三种生产力———符号生产力、声明生产力和

文本生产力，认为粉丝具有从大众文化商品的符号资源中创造出

关于社会认同和社会经验的意义的 “符号生产力”、通过自己的

行为公开声明与生产自己的粉丝身份的 “声明生产力”，以及通

过阐释、重读、“盗猎”、挪用等策略，将媒介的叙事重构为一个

表达自我意义与快感的独特艺术世界的 “文本生产力”。又如这

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美国媒介学者詹金斯 （Ｈｅｎｒｙ　Ｊｅｎｋｉｎｓ）

的 《文本的盗猎者》（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ａｅｈｅｒｓ）。詹金斯借用德赛

图在 《日常生活的实践》（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中

“战术”“战略”“剿窃”和 “游击战”等术语和观点，来诠释迷

５００

① 参见邓惟佳：《试析西方 “迷研究”的三次浪潮和新的发展方向》，载 《国际
新闻界》，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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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度创作行为，将迷视为大众文化的 “盗猎者”和 “游牧民”，

强调迷的意义制造过程以及文本解读的流动性与多义性，并提出

了迷群活动的五个基本特征：（１）迷群包含着一种特殊的接受方

式，如反复观看，寻找细节的意义，与其他同好分享、辩论等。

（２）迷群拥有一套特殊的批评和阐释实践，他们会利用个人经验

填补文本空白，想象出一个远大于原文本的叙事世界。（３）迷群

构成了消费者行动主义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的基地。他们会与

电视网和制片人对话，发表对节目的看法，左右节目的命运。

（４）迷群拥有特殊的文化生产形式、美学传统和实践。粉丝艺术

家、作家、影碟制作人和音乐家不仅创造出表达粉丝群特殊兴趣

的作品，还发展出了另类的生产、流通、展览和消费机制。粉丝

的艺术创作挑战了媒介工业对流行文本的版权所有。（５）迷群发

挥着另类社群的功能，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满足了迷对合

作、友谊和社群的渴望。①

这一时期还有李萨·勒维斯 （Ｌｉｓａ　Ａ．ｌｅｗｉｓ）编著的 《狂热

的观众：迷文化和大众媒介》，该书收录了１１位迷研究学者的

１１篇论文，分别从 “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迷的

生产”四个部分展开。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以一些具体的迷的

实践活动 （如电影迷、摇滚迷、女性迷等）为考察对象，从精神

分析、政治经济、女性主义等角度对迷的定义、迷与偶像的关

系、迷与媒介工业的关系、迷生产的小说与音乐等进行了多方位

的解析。②

２．第二阶段：迷群的阶层与权力结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的迷研究转向关注迷群的社会阶层和

６００

①

②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Ｈｅｎｒｙ：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ａｃｈｅｒｓ：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Ｆ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２，ｐｐ．２７７～２８４．

参见邓惟佳：《试析西方 “迷研究”的三次浪潮和新的发展方向》，载 《国际
新闻界》，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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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被视为迷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源泉来自

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消费社会学，粉丝作为受众的同时亦

作为消费者，其媒介接触行为同时亦是消费行为。根据布尔迪厄

关于社会阶层与文化资本、品味与区隔等理论，迷如何选择所迷

的对象以及以何种方式消费所选择的迷对象，反映的就是我们的

社会阶层与品味，映射的是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因

此，迷群不再是 “浪漫”的抵抗者，而是复制和维护主流社会等

级制度和文化分类体系的力量。这一理论视角下的代表性研究有

克瑞·哈瑞斯 （ｃｈｅｒｙｉ　Ｈａｒｒｉｓ）的 《电视 “迷”的社会学》（“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Ｆａｎｄｏｍ”），该文对网络中一个名为 “高

品味电视观众” （Ｖｉｅｗｅｒ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简称 ＶＱＴ）

的全国性 “迷”组织进行了长达五年的跟踪研究，指出 “迷”们

试图通过评价电视在文化层面上做出的贡献来影响电视节目的安

排。成立于１９８５年的 “ＶＱＴ”组织是一个主要由 “成熟的、中

产阶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电视迷们自发组成的呼吁团体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ｇｒｏｕｐ），目的是挽救那些因收视率低而遭到商业电视

网禁播威胁的高品质电视剧。哈瑞斯认为该组织的行为体现了社

会阶层、文化资本与作为 “品味”标签的迷行为之间的联动关

系，对高品质电视的观看与欣赏代表着一种 “品味”，而这种

“品位”又是通过家庭、教育、教会和国家等机制被社会化的，

即以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的特殊组合作为支撑的。因

此，对高品质电视剧的保卫运动意味着一群拥有相似社会阶层与

文本资本的人通过捍卫与推行他们的 “品味”，扩展他们的文化

领地，强调的不再是迷对媒介权力的抵抗与颠覆意义，也不是个

体迷的独特文本体验与参与实践，而是作为整体的迷群单元在社

会学意义上的阶层与权力结构。

又如乔纳森·戴维·覃克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ａｖｉｄ　Ｔａｎｋｅｌ）和凯

兹·莫菲 （Ｋｅｉｔｈ　Ｍｕｒｐｈｙ）撰写的 《收集连环画：一个迷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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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消费的研究》（“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ｍｉｃ　Ｂｏｏｋ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ｎ

ａｎｄ　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一文，亦是在文化社会学的视角

下探讨迷的特殊消费行为，该文把收集与迷相关的物品和工艺品

的过程看作是消费者运用策略对抗消费资本主义的过程，并且认

为收集连环画的迷们的实践活动倾向于取代由工业生产所支配的

直接使用的消费方式，并且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３．第三阶段：泛化的迷和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迷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伴随消费文化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技术的

日新月异，迷的概念范畴和行为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迷研究也

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关注 “泛化”的迷和新媒体技术背景

下的迷文化的第三阶段。首先，迷的概念与范畴得以突破，从围

绕科幻小说和科幻电视剧的媒介迷，到体育迷、文学迷、数码产

品迷、电子游戏迷；从一种相对小众的、通过迷群集会、杂志刊

物等形式表达的有组织的亚文化群体，到一种文化消费的普遍模

式、日常生活的风格认同与身份标签；从固定的、长期的铁杆迷

到流动的、临时的 “泛迷”，甚至恶搞的、颠覆的 “反迷”；从当

代迷群到历史上的迷现象，从现实迷群到互联网上虚拟迷群；从

英美地区迷研究到印度、东亚等更多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加盟，迷

研究跟随着时代技术、社会文化的变迁，在概念、理论和方法上

都呈现出多元化。

其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成为改变迷的体验与行

为的一个重要媒介因素，虚拟社区作为迷获取信息、观看体验、

表达阐释、自我呈现、与同好交流的重要据点与平台，吸引了不

少研究者的注意力。Ａｎｄｒｅａ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不确定的乌托邦：科

幻媒体迷群和网际交流》（“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ｔｏｐｉ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Ｆａｎｄｏ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一文对

美国电视系列剧 《时空怪客》的女性迷们进行考察，探讨了互联

网技术以及网际交流的传播方式对迷群的影响与改变。Ｋｉｒｓｔｅｎ

８００



绪　论

Ｐｕｌｌｅｎ 《我爱Ｘｅｎａ．ｃｏｍ：创造一个网上迷社区》（“Ｉ　Ｌｏｖｅ　ｘｅｎａ．

ｃｏ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一文以 ＭＣＡ环球公

司的 《公主战士齐娜》节目的网上迷社群为例，通过调查的方

式，在比较了网上的迷与传统的迷的相似之处的基础上，重点探

讨了网络技术带来的不同之处，如扩大迷群范围，让更多的人加

入到迷群中来，更方便地展开表达迷群观点与意愿的活动，以及

促使边缘迷群主流化，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那些对边缘文本感兴趣

的社区活动中等。Ｎａｎｃｙ　Ｋ．Ｂａｙｍ 《打开，登录：肥皂剧，迷群

和网上社区》（ＴＵＮＥ　ＩＮ，ＬＯＧ　ＯＮ：ｓｏａＰＳ，Ｆａｎｄｏｍ，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一书则关注迷如何利用网上社区进行社

会交往和互动的问题，肥皂剧迷们将自己熟悉的肥皂剧作为社会

互动的工具，如与家庭成员或者朋友们进行交流的谈资，观念习

得与自我成长的模仿指南等，而网上社区的迷们通过虚拟社群的

交流互动，将与肥皂剧的关联转变为同好之间的关联，从而实践

人际关系与社会互动。Ｍａｔｔ　Ｈｉｌｌｓ《迷文化》（Ｆ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一书以美国电视剧集 《Ｘ档案》的网络新闻群组 （ｎｅｗｓ　ｇｒｏｕｐ，

在网际网络中由使用者自发组成一类有主题式的群落）作为研究

对象，不仅探讨了新媒体技术对迷的影响，而且提出了一种研究

迷文化的新的理论视角与取径，即不可将网上迷群仅仅视为一种

对于离线 （ｏｆｆｌｉｎｅ）迷的另一种版本或者映照，而必须加以探讨

新媒体的媒介过程。新媒体科技激发和强化了迷的 “互动”与

“展演”的重要行为特征，传统迷文化研究中消费与抗拒、社群

与层级、知识与辩护、幻想与真实等各种二元对立的理论取向所

潜在的问题与局限日益显现，迷对各种主题文本进行着日益活跃

的超越与转化实践，媒体对 “迷文化”急剧催生、无限繁殖、自

我复制，形成斑驳陆离的 “迷文化”海洋和人人皆迷的文化形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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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发展趋势与研究空间

综观上述英美迷研究的三个阶段，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主

张文化抵抗与颠覆的亚文化视角，到９０年代中期强调文化资本

与阶层权力的社会学取径，再到第三阶段关注新媒体技术使用下

的互动、展演与身份认同的融合视野，迷研究的理论资源与研究

路径在不断变化，因为媒介环境、大众文化形态、迷的体验行为

在不断变化。格雷等人在总结迷文化研究的前三次浪潮的基础

上，又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引向了六个新的发展方向：“第一，强

调作为当代协商世界标记的符号和代表；第二，模糊不同文本和

文化形式之间的边界，从而侵蚀了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这两个对

立面之间的界线；第三，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和发生在这两

个空间中的社会交互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在逐渐去领土化的世界中

不断变化；第四，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和地方两者相互

影响；第五，就社会和技术变革而言，新的身份认同和实践活动

来源于生产和消费的变迁；第六，冲突、差异和歧视在一个协商

的语境中形成。”① 不难看出，这六个新的发展方向是基于第三

阶段的研究脉络而生发的，新媒体技术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受众

转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本身。迷在利用新媒体

进行消费的同时经历了怎样的自身转型，而迷的转型蕴含着怎样

的连动能量，促发哪些媒介链条上的连锁反应，造就怎样的文化

图景，这些问题即是当下迷研究的重要探讨领域与对象。

因此，新媒体科技背景下的迷研究仍是当前迷研究的主流，

在新媒体技术条件下，“什么是迷”“谁是迷”需要重新定义。迷

不再是变态的狂热者、偏激的抵抗者和孤独的失败者，早期迷群

的负面刻板印象被如今积极主动的受众形象与消费者身份所取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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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迷行为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成为

当代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典型的消费文化形态。突破

传统迷研究在流行文化、亚文化领域的局限，超越对迷与文化层

级的探讨，当前的迷研究更重视探讨入迷的动机与意义、迷的交

往与关系，以及着迷的观看与消费行为与个体身份认同建构的关

联。尤其是结合 Ｗｅｂ２．０技术条件，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中，将迷

视为积极参与者和主动消费者，对迷群的自我呈现和参与式文化

实践进行研究，成为一种新的主流趋势。如 Ｈｅｎｒｙ　Ｊｅｎｋｉｎｓ在

２００６年出版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ｈｅｒｅ　Ｏ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ｌｌｉｄｅ一书，就以媒介融合、参与式文化和集体智识为

关键词，结合 《哈利·波特》《星球大战》等个案，将数字时代

的迷文化描绘为一种 “融合文化”，迷群作为消费者群体中最为

积极主动的典型代表，他们热衷于跨媒介地寻求新的信息并在弥

散的媒介内容中制造出关联，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介技术和免费获

取的媒介文本资源进行生产、表达、传播，这种 “再生产行为”

反过来又对媒介工业产生反馈与影响，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转型。

本书亦遵循这一研究脉络，将网上迷群置于媒介融合背景中，考

察迷的行为特征与动机意义，从迷群的参与式实践中透析其间蕴

含的集体智识、创造能量和文化精神。

（二）国内粉丝研究梳理

国内对迷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迷在国内有一个更大众化的

名称，即英文 “ｆａｎｓ”的音译 “粉丝”，因此有关迷现象的研究

也通常被称为 “粉丝研究”。国内粉丝研究的脉络与我国传媒文

化和粉丝现象的发展紧密相连，随着传媒市场的日益开放，新媒

体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文化产品的丰富多样，粉丝族群也变换

着不同的形象与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早期小众化的 “追

星族”到以 “超女粉丝”为代表的娱乐明星粉丝团，再到近几年

活跃于新媒体平台上的影视剧迷、游戏迷、动漫迷、体育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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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迷等各路迷群，粉丝的形象与身份变迁，也吸引了研究者们的

视线与取径的转移。

１．早期阶段：追星族的偶像崇拜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的以崇拜港台明星为主的 “追

星族”，可谓是国内早期的粉丝。这种粉丝主要存在于青少年亚

文化群体，他们作为一种少数的、狂热的、甚至病态的 “负面形

象”，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

在青少年偶像崇拜与青少年问题研究方面，如研究青少年偶像崇

拜的心理成因、行为特点、追星族现象成因等。例如，郝玉章、

风笑天的 《青少年的偶像崇拜———２０７封 “赵薇迷”信件的社会

学分析》，从赵薇影迷的书信入手，分析了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原

因、内容和特点。

２．兴起阶段：超级女声的粉丝现象

２００６年前后，湖南卫视一档平民选秀娱乐节目超级女声大

获成功，由于节目的参与性互动方式以及平民偶像的亲和力与吸

引力，使得 “超女粉丝”迅速繁殖，汇聚成群，进而衍生为一股

流行现象。“粉丝”一词蹿升为时髦语，“玉米”“凉粉”“笔迷”

“芝麻”等超女明星的粉丝们自动、迅速地集结，各路超女粉丝

团与所支持的平民偶像一起，活跃于媒介平台与公众视野之中。

超级女声作为一档成功的娱乐节目，成为媒介产业运作与娱乐营

销的经典案例，与此同时，超女粉丝作为一股新兴的草根力量和

大众文化现象，引起大量研究者的关注，粉丝文化研究正式在国

内兴起。以超女粉丝为个案，研究者们融合心理学、传播学、社

会学等学科视野，借鉴国外迷研究理论以及相关文化研究资源，

对这一平地而起的流行文化现象进行解读与探讨。

相关成果有结合传统的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探讨超女粉丝

的特殊入迷心理与行为的，如王雅的硕士论文 《真人秀与互联网

时代的粉丝———超级女声粉丝心理与行为研究》，结合美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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