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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圈文化入侵體壇並逐漸畸形化，令不少優秀運動員苦不堪言。但這種畸形並非毫無規律

可循，稍微用心便可發現，其背後滿是「商業邏輯」。而粉頭等飯圈重要推手，在建立粉絲

群之初便通過各種方法篩選單純的粉絲，以便其能夠在飯圈的粉絲經濟產業鏈中「攜粉自

重」，但那些最底層的粉絲卻只能沉浸於為偶像網絡出征的「榮譽」中不能自拔。廈門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弱傳播》作者鄒振東早前撰文曾指出，飯圈生態錯綜複雜，亂象的治理需從線上到線下全面覆蓋，觸

及背後的利益鏈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雨潤、李暢、凱雷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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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的巴黎奧運會乒乓球女單
決賽，同來自國乒的陳夢

與孫穎莎為全世界帶來一場精彩絕倫的巔峰
對決。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面對贏得比
賽的陳夢，直播鏡頭中看台上一位女粉絲居
然對其豎起中指。事件引起坊間一片嘩然。
東京奧運會時期的全紅嬋與陳芋汐，以及

2022年全錦賽時期的樊振東與林高遠，也曾
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2022年全錦賽決賽階段，樊振東與林高遠
對決，林高遠主教練張超於暫停環節在場邊
指導時的聲音被直播平台放了出來。張超因
為鼓勵林高遠，多次指出樊振東的不足包括
傷病問題，讓林高遠「不要怯戰」，從而被
樊振東的粉絲於微博網暴。事後樊振東對粉
絲極端行為，在官方貼吧賬號中提出批評和
斥責，但並沒有太大效果。
同是中國隊的運動員，有些還是隊友或搭

檔，為何在網絡上的待遇差別如此之大？其
實這不過是再簡單不過的「商業邏輯」：孫
穎莎今年 23 歲，排名世界第一；陳夢 30
歲，排名世界第四。就商業價值而言，顯然
孫穎莎較陳夢更大，周期也更長。如果孫穎
莎本次能夠奪冠，她將是國乒史上成長最快
的大滿貫選手，其商業價值更巨大到不可估
量。不說提前布局簽約，即便是對自媒體這
種商業末端利益分配個體而言，也具有相當
大的流量傾斜。陳芋汐與全紅嬋、樊振東與
林高遠，亦是類似情況。

粉絲篩選邏輯等同電騙
本報透視飯圈系列報道出街以來，在網絡
後台接獲大量讀者反饋。有讀者問，自己的
姪女每日沉浸於網絡之中，為某一運動員與
其他粉絲吵架罵街，「群裏也不給開工資，
她這是不是飯圈？」
事實上，類似年輕人進入飯圈逐漸「癲
狂」的信息，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時也遇

到多人提起（見另稿）。但為何一個好好的
年輕人會如此呢？
有警方人士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稱，飯圈粉
頭設置網群驗證以及苛刻的群規，實際用途
大概率與電騙電話的邏輯相同：都是通過最
簡單有效的方法去篩選目標群體。「是為篩
選出思想單純以及容易號召和控制的粉絲，
以擴大其在飯圈粉絲中的影響力，並可輕易
於粉絲經濟的產業鏈中分得一杯羹。」

加強對關鍵機構與人的管理
有不願具名的品牌銷售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對於商業品牌而言，針對偶
像的投資收益與風險其實一樣大。「投對
了，粉絲便能夠成為商品忠實的客戶，但現
時偶像的流量競爭激烈，品牌也最怕投資對
象曝光率降低或突然塌房。」他表示，對金
牌運動員而言，其商業價值是否能夠持續，
在於其是否依然能夠站在領獎台的頂峰，此
外便只有八卦話題一途。因為對品牌方而
言，更換新的偶像投資顯然並不划算。
鄒振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飯圈生態錯綜
複雜，明星（跨越娛樂與非娛樂領域）、平
台、媒體、機構、贊助商及粉絲，各要素間
因利益與興趣的交織，極易導致亂象的蔓延
與邊界的模糊。他強調，飯圈亂象的治理需
從線上到線下全面覆蓋，觸及背後的利益鏈
條。明星工作室與粉絲組織作為連
接飯圈各要素的關鍵中
介，其領導者更是治
理的關鍵所在。有
關部門應加強對
這些關鍵機構、
組織與人物的分
類管理，對其中
的惡意挑釁底線
者，要堅決打擊，
打蛇打到七寸。

寫在後面：感謝百萬網友關注 你們的支持給了我們動力

12歲的初中生「可可」這個暑假
可以用「瘋狂」一詞來形容。她的
母親陳女士告訴記者，「可可」在
看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後，
迷上了奪金並破紀錄的中國選手潘
展樂。起初，陳女士認為這是件好
事，希望女兒能從運動員身上學習
到堅韌不拔的精神。然而，幾天
後，她發現「可可」的喜愛似乎超
出了「安全範圍」。
「她刷手機的時間越來越長，全
是關於潘展樂的內容，還加入了多
個粉絲群，每天忙於投票、控評，和
家人的話題只剩『我家樂樂最可
愛』。」陳女士和丈夫認為孩子的新
鮮感會過去，因此沒有過多干涉，只
是提醒她專注學業。然而，當家中堆
滿了明星周邊產品，且陳女士發現
「可可」趁她上班時偷偷去機場接潘
展樂機時，她終於忍不住發火了。
小傑的父親趙先生非常痛恨飯圈文
化入侵體壇，他認為在一些成年人的
引誘下，飯圈文化藉未成年人不諳世
事而肆意泛化和極端化，所帶來的問
題不僅僅是帶偏青少年價值觀的問
題，更常常使未成年人遊走於違法犯
罪的邊緣。他認為，對於極端飯圈的
落力打擊「宜早不宜遲」，更應該即
刻斬斷飯圈黑手，還網絡與社會以正

氣清風。
趙先生表示，他的兒子小傑曾經
非常喜歡韓流文化。作為父親，他
通過引導的方式將孩子的注意力轉
移至羽毛球。「我希望孩子能有一
個健康的愛好，如果必須要有偶
像，也一定是正向的。」趙先生
說，他曾認為中國的羽毛球運動員
能夠給孩子非常好的榜樣力量，但
漸漸地他發現，孩子逐漸被飯圈所
影響，更多關注的並不是運動員的
技巧和能力，也不再是為國家和榮
譽的拚搏，而是運動員的私生活。
「今年巴黎奧運會，混雙決賽，
鄭思維、黃雅瓊奪冠。頒獎儀式
後，同為羽毛球運動員的劉雨辰當即
向黃雅瓊求婚。」趙先生說，這本是
一個有意思的小插曲，但在飯圈「嗑
糖」的影響下，被孩子念叨了好久，
「孩子說，能在全世界的見證下求婚
很有意義。但是孩子並沒有注意到，
過分強調求婚的事，不僅搶了鄭思維
奪冠的榮譽，更將人們在體育賽事的
注意力，轉向了運動員的私生活。」
趙先生說，這對於世界觀尚未形成的
青少年影響是巨大的。而飯圈網絡群
體中，動輒網暴的言語和涉及個人
私隱信息的內容，也容易使青少年
遊走於違法犯罪的邊緣。

樂辰（北京）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理張妍，從事中

國國家隊招商和冠軍經紀工

作多年，她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與運動員朝夕相處，

見證了運動員們的成長與艱辛，對於「飯

圈」現象亦有着更為深刻的體會。

「很多時候，運動員更像是我們的親

人、朋友，我們能更加直觀地感受到他們

的變化。」張妍告訴記者，運動員在承受

高強度訓練和比賽壓力的同時，還要

面對來自外界的種種壓力，包

括飯圈化引起的網絡暴

力。「多重壓力對

他 們 的 心 理

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針對「飯圈」文化

中的不良現象，張妍表達了強烈的擔憂。

她認為，運動員為國爭光，理應得到全社

會的尊重與支持，而非無端的指責與謾

罵。「希望廣大粉絲能夠理性對待運動

員，給予他們更多的正面能量，共同營造

一個健康、和諧的體育氛圍。」

粉絲之爭損運動員團隊精神
此外，張妍還強調了團體運動中隊友關

係的重要性。她指出，粉絲之間的紛爭往

往會影響運動員之間的關係，破壞團隊內

部的和諧氛圍，這對運動員的競技狀態和

團隊的整體表現都會造成不利影響。「運

動員間的默契與信任是取得優異成績的關

鍵，我們不希望看到這種寶貴的團隊精神

因粉絲的紛爭而受損。」

在談及運動員的商業價值與國家

隊的支持時，張妍表示，運動員的成功離

不開國家隊的整體規劃與支持。她以中國

國家網球隊為例，指出許多職業選手在青

少年時期就得到了國家的大力培養與扶

持，「我們在關注運動員個人商業價值的

同時，更應看到他們背後整個國家隊的默

默付出與辛勤培育。」

為了應對飯圈文化的負面影響，張妍建

議設立更為規範的觀賽機制，提升觀眾

的文明素養。她表示可以借鑒國際

先進經驗，制定嚴格的觀賽規

則，確保比賽的順利進行和運動

員的身心健康。同時，她還呼

籲相關部門加大監管與執法力

度，嚴厲打擊網絡暴力等違法

行為，為運動員創造一個更加安

全、健康的網絡環境。「運動員

是我們的驕傲與自豪，他們值得我

們用理性和尊重的態度去對待。」

家長：飯圈文化使青少年
遊走於違法犯罪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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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經紀人呼籲理性追星 關注運動員全面成長

◆2022年全錦賽決賽階段，林高遠主教練張超曾因指出樊振東的不足，被樊振東的粉
絲網暴。圖為樊振東與林高遠對決現場。 新華社

▶劉雨辰在巴黎奧運會
向黃雅瓊求婚，將一些
人的注意力轉向了運動
員的私生活。 新華社

▲▶8月3日，
奧運會乒乓球
女單決賽，國
乒陳夢戰勝孫
穎莎奪冠。然
而卻遭看台上
一名女子豎中
指侮辱。
網絡視頻截圖

▼樂辰（北京）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妍接
受訪問。 蘇雨潤 攝

香港文匯報刊發「透視體育飯圈亂象」系列報
道今日迎來終結篇，因選題內容過於龐雜，而我們
的版面和能力有限，很多讀者希望看到的內容未能
呈現，在此向大家說聲抱歉。也希望大家能夠給出
更多調查線索，方便我們再做新的深入調查。
自9月3日中午文匯網微博上傳系列報道第一篇開
始，至9月4日晚第二篇報道上線僅10小時，相關
報道已獲逾百萬流量；在筆者寫下這段文字時，首
條報道的數據仍在飛速增長中。
在昨日下午的編前會後，我們認真地討論了這幾日
網友們的踴躍留言，說實話，感動了。我們感動於，
在飯圈文化如此猖獗的當下，仍有那麼多的讀者願意

力挺我們。更感動於，自互聯網技術改變讀者閱讀習
慣這麼多年來，仍然有這麼多讀者願意長閱讀，甚至
追更最新的報道，又在讀後給出很多真知灼見。
根據文匯網向網友公開的調查問卷，大約有三千

餘名網友參與了投票。對於當前體育飯圈最嚴重的
亂象，有26.5%的網友認為是「過度追捧與謾罵對
立，影響體育氛圍」；約有11.6%網友認為是「為
支持偶像通過不正當手段製造虛假數據」；有約
20.1%網友認為是「過度關注運動員私生活，侵犯隱
私權」；有約19.5%的網友認為是「針對運動員及
其家人的網絡暴力與惡意攻擊」；有約21.6%的網
友認為是「散布不實信息，造謠事件頻出」，其他

意見則佔0.87%。
而針對如何加強對飯圈亂象的管理和引導，有
20.8%的網友認為「粉絲組織應當自律，倡導理性追
星」；50.7%的網友認為「媒體和社交平台應承擔更
多責任，及時清理不良內容」；27.1%的網友認為
「社會各界有責任引導粉絲正確面對粉絲文化」，
另有1.4%的網友留言做了其他說明。
作為媒體平台，我們願意公布諸位讀者的建議和意
見，供主管部門參考和比對。更希望在全社會的共同
努力下，徹底清理飯圈的污染，還網絡以清明。
謝謝大家！

◆海旁道人

◀廈門
大學新聞

傳播學院教
授鄒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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