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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温远灏

  “今天没有在群中看到他赞美××，按

照群规将他从本群中踢除。”

  “××代言了新的产品，我已经入手了，

你们也赶紧买，然后发截图。”

  “又有人说哥哥的坏话了，大家按照之

前统一要求赶紧去评论区反击。”

  ……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以粉丝身份加入

多位当红明星的粉丝群中，每天都会看到上

述类似的对话。这些粉丝群的成员大多是青

少年，有些群里的“00后”甚至占了八九成。

  饭圈（指粉丝圈子）乱象频现，已成为

当下最受关注的社会现象之一。从偶像选

秀类节目中有选手的粉丝集资超百万元涉

嫌非法集资，到为“爱豆”投票购买大量酸

奶饮品扫码后将酸奶倒掉，再到当红艺人

涉嫌违法犯罪时仍有不少粉丝为其摇旗呐

喊，今年以来，因粉丝追星而曝出的各种新

闻事件层出不穷，饭圈乱象也将粉丝文化

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多位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资本

和平台的推波助澜之下，一些粉丝投入大

量金钱和时间打榜追星，部分艺人忘乎所

以，道德、法律底线双双失守，让“三观跟着

五官走”的错误价值观愈演愈烈，给大众尤

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危害，甚

至为非法集资、流量造假等违法犯罪提供

了土壤，需多方发力及时止住这种歪风

邪气。

关卡诸多入群严格

架构清晰分工明确

  刚开始，记者申请加入多位当红明星

的粉丝群，却处处碰壁；偶尔加入的，很快

又被踢出了群。

  15岁的北京初三学生小可告诉记者，

要顺利加入一个当红明星粉丝群，需要越

过重重关卡：微博超话等级不低于10级，不

仅要关注明星本人还要关注工作室，个人

微博中关于该明星的微博数不少于50条；

就这样，申请核验后还不一定能通过，即使

通过后还有一大堆群规要遵守，稍不注意

就会被踢出群。

  而想要达到微博超话10级，即使天天

签到、发帖，至少也要两三个月时间。

  后来，记者通过各种途径加入了5个明

星粉丝群，发现这些粉丝群均组织分工明

确，下设打投组、宣传组、反黑组、净化组

等。其中，反黑组负责搜索整理明星在网上

的“黑料”，便于和其他粉丝一起向平台客

服投诉；净化组主要负责微博和其他搜索

平台的词条排序。

  “有时候明星的单曲关键词是‘难听’，

我们就会使用难听进行造句，‘××新歌真

的不难听懂’，‘××新歌太好听了，果然像

我这样唱歌难听的驾驭不了’，来降低单曲

与‘难听’一词的负面关联。”天津高一学生

小芸在某当红明星粉丝群净化组，她对于

“净化工作”颇有心得。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法律系主任李丹林介绍说，

“饭”即“fan（粉丝）”的音译，他们组成的圈

子就叫饭圈。事实上，这种组织架构清晰明

确的饭圈组织，早已成了饭圈文化中的一

种常态。

  人们对饭圈乱象的诟病，控评是重要

因素之一：一旦有网络平台涉及明星的负

面消息，该明星的粉丝群就会组织粉丝想

尽办法一拥而上抢占评论前排进行反击。

记 者 看 到 ，粉 丝 群 里 充 斥 着 这 样 的 言

论———“宁愿自己被骂，也不愿哥哥被骂”

“如果不控评，让黑料满天飞，会影响哥哥

的口碑和商业价值”。

阶层分明拒绝异见

流量造假畸形追星

  除控评外，对流量的盲目追捧还衍生出

大量的“数据注水”事件。几年前就发生过某

明星一条微博转发量过亿的情况，在网上引

发一片哗然。随后相关部门对

此 的 监 管 力 度 不 断 加

强 ，在公安部组织

开 展 的“ 净 网

2019”专项行

动中，北京

警方抓捕

涉 嫌 研

发 上 线

名 为

“星援”

App用

于制造

假流量

的团伙。

  记者

调查发现，

饭圈有完善

的等级规则，内

部阶层分明，少部

分核心粉丝掌握圈内

话语权，当个别普通粉丝发表

不同意见时就会遭到围攻。

  前几天，在粉丝群里，记者首先肯定了

某明星为救灾作出的努力，随后提出一线

救灾应当由更专业的人来做的观点。群里

立马炸开了锅，不少群友出来指责记者，甚

至还有人发私信辱骂记者。

  记者在这5个粉丝群里发现，对明星及

其行为，都不能有反对哪怕是质疑的声音，

即便是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也可能被群

起而攻之。

  李丹林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粉丝

和明星发展为可以近距离深度互动的关

系，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畸形现象，

粉丝会出现一些超越社会伦理底线甚至构

成违法犯罪的行为。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黑

粉”“私生饭”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解释

说，“黑粉”是指恶意抹黑偶像的粉丝群体；

“私生饭”则是指时时刻刻跟踪明星、偷窥

“爱豆”，侵犯明星隐私权的粉丝。这些粉丝

的行为都是病态的，干扰了明星的正常生

活，还有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今年7月15日，某明星在车中发现疑似

定位追踪器，其所属公司发布声明，表示已

经报警处理，谴责倒卖艺人家庭住址、拍摄

地点等个人信息的行为，劝大家不要相信

甚至参与付费获取此类信息。

  在某流量明星近期被刑事拘留后，还有

很多粉丝在网上留言发表“哥哥是无辜的”

“要去劫狱”等言论。“是不是要给××一个机

会，官宣请他做代言人，告诉大家还是要给他

一个机会，坏人也需要机会，你们觉得呢？”一

张某品牌微信群截图激起众怒，品牌方迅速

发布声明称，开除所有发表不当言论人员。

资本黑手盲目推动

反复收割粉丝钱袋

  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红人经济商业

模式及趋势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粉丝经

济关联产业市场规模超过4.1万亿元，2023

年预计超6万亿元。

  集资应援、倒卖门票等都可以作为圈

钱的名目。在饭圈，很多粉丝都是通过网络

自发建立粉丝会，还分地区设分支，有后援

会总会和分会，根据会员的专长特点，进行

“站姐、反黑、打投、宣传、文案”等分工。但

随着资本的涌入和利益的诱惑，许多粉丝

会不再纯粹。

  在饭圈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钱不

要追星。而粉丝们为偶像花的钱，最后很可

能落入“粉头”的口袋。

  所谓“粉头”，是指最具有号召力的粉

丝，熟知艺人的行程安排，所有的现场应

援、打榜投票、发布会应援集资等都是由

“粉头”进行组织。近年来，经常会

曝出“粉头”贪污、卷款跑

路等消息。

  据了解，“饭

圈集资应援”大

致 可 以 分 三

类：一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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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专辑、

周 边 产

品，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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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活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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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把粉丝的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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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为偶像集资，承诺提供回报

却不兑现的诈骗行为。

  2018年，某明星贴吧吧主在进行交接

时，存在一笔算不清的账款，有粉丝质疑吧

主贪污了近209万元的宣传费用。随后吧主

发布微博澄清并辞职，最终不了了之。

  李丹林说，明星实际上不是一个人，背

后也不仅只有一个工作室，还有很多资本

方支持，他们要借助明星效应来实现商业

目的。“比如牛奶打榜事件，资本方为了获

取商业利益，不惜设计一些违反一般伦理

甚至法律的规则去实施相应行为。同时对

于那些有问题的明星，他们可能还会动用

相关资源和力量，帮他们洗白劣迹。”

  郭小明也认为，正是因为有利可图，一

些资本方无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组成了各

种利益集团，想方设法收割粉丝的“钱袋子”；

对饭圈的一些乱象，不仅不闻不问，甚至在

“黑红也是红”的错误观念引导下推波助澜，

用炒作、数据作假等方式激化粉丝间的矛盾。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看来，造成饭圈乱象最重要的一个

原因就是流量经济。“流量能代表一个明星

的商业价值和变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成

了该明星的‘作品’。而在社交媒体广泛发

展尤其是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饭圈

经济拉开大幕，明星或背后的资本可以通

过传销式营销、洗脑式追星的方式，形成巨

大的粉圈来为自己服务。”

  “除了网络平台，有的卫视台也应承担

责任。一些卫视台举办的综艺节目实际上

是一种造星运动，不讲究表演水平、真才实

学，而是以颜值、话题等方式让明星出道，

容易导致过度娱乐化，在客观上加剧饭圈

乱象。”朱巍说。

饭圈乱象影响恶劣

误导青少年价值观

  目前，饭圈中已经有大量未成年人的身

影，这些不正当的价值导向对他们影响巨大。

  《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

研究报告》显示，通过互联网进行粉丝应援成

为未成年网民一种新的网上社交与休闲娱

乐活动。被调查的所有学历段中，初中生网民

在网上进行粉丝应援活动的比例达11%，高

中生网民达10.3%，小学生网民有5.6%。

  李丹林说，一名合格的艺人，首先在专

业技能方面要达到相应的程度。但不少明

星，问他有什么优秀的音乐作品，塑造过哪

些经典角色，没人能回答出来，他却长期占

据网络热搜榜，靠炒作等吸引粉丝，这给青

少年提供了错误的价值导向。

  朱巍告诉记者，饭圈乱象对青少年产生

的最大影响在于，其形成的价值观游离于主

流价值观之外。一些人靠粉丝经济盈利，所做

的一切核心是为资本服务，很多青少年表面

上是在追星，实质上却是被资本利用进行“传

销式洗脑”，让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如今，饭圈乱象已经辐射到各个方面，

这种因为追星引起的不理性行为，导致一些

人对待其他人和事也容易偏激。其危害绝不

单纯是对未成年人意识的影响，而是可能培

养社会极端情绪，因为在许多饭圈语境中，不

允许有反对意见，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

再不及时整治，后果不堪设想。”朱巍说。

协力立规矩划红线

斩断灰色产业链条

  在郭小明看来，整顿饭圈，并不是整顿

粉丝，而是饭圈背后的灰色产业链。明星要

自律，平台要尽职，粉丝要理性，社会要参

与，法律要出手。

  今年6月，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为期两

个月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资、高额消

费、投票打榜等行为。

  近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等部门整治不良粉丝文化工作的阶段性成

效公布：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15万余条，

处置违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

余个，解散不良话题814个，拦截下架涉嫌

集资引流的小程序39款。

  此外，网络平台也在积极行动。

  自6月15日起，快手对饭圈乱象开展专

项整治，全面清理有害信息和内容，抵制饭

圈不良风气，重点整治“诱导未成年人无底

线追星”行为，切实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共

处置违规视频290条，违规账号110个。

  8月1日晚，腾讯发布公告，通过用户举

报和安全巡查发现，在某明星被依法刑事

拘留一事中，存在部分网络水军在平台造

谣攻击、诱导集资、制造话题等有害行为。

平台对于发布传播相关不良信息的账号进

行了严肃处置。

  8月6日下午，微博管理员发文称，最近

一年来部分明星粉丝群体非理性应援、刷

榜等问题愈演愈烈，对明星势力榜评分机

制形成挑战，榜单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明

星的社会影响力，也与健康的星粉互动生

态产生偏离，微博决定将“明星势力榜”下

线，进行多维度改造升级。

  “在治理饭圈乱象时，除了对艺人行为

进行规范之外，还可以考虑通过行业协会

对粉丝群体加强管理。比如，由行业协会对

相关的粉丝组织进行规范。”李丹林说。

  但李丹林也指出，一个现实问题是，如

何监管粉丝应援组织、后援会？这个原本由

粉丝自发组织的群体，现在很多人看到了其

中的利益和商机，甚至从中获得不当、不法利

益。“应当有相应规范，但这个规范由谁来制

定，成规模的粉丝组织需不需要依法注册、受

相关部门监管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李丹林认为，当艺人存在一些不触犯

法律的失范行为时，公权力机关很难介入，

这时就需要网络平台履行社会责任。“平台

将明星和粉丝连接起来，负有一定的管理

责任，应当及时对劣迹艺人作出预警和调

整，促使他们规范自身行为。”

  朱巍则建议，对参加应援会的青少年

应该有年龄限制。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应

该线下参加活动；线上活动也应该严格按

照网信办的相关规定，以及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平台规定等进行。对一些问题群组，

资本方或平台应该及时制止。

制图/高岳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在中国的法治历史进程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案影响深远。

  最高人民法院第五任院长江华正是这场审判的

庭长。

  曾经见证了这场案件的判决书、特别法庭的印章

等，如今被珍藏在中国法院博物馆里，向人们无声诉

说着那段历史，记录了江华激浊扬清推动法治进程的

拳拳丹心。

批判“砸烂公检法”

  江华原名虞上聪，1907年8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江华

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

  1925年10月，江华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 2 6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

  1928年，江华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自此拿起了枪杆

子，踏上了武装斗争的漫漫征途。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江华历任山东和东北

地区党政军要职。新中国成立后，江华长期任中共浙江省

委第一书记。

  1975年1月20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2月4

日，69岁的江华走马上任。

  因“文化大革命”长年动乱，当时司法工作混乱的局

面亟待恢复，江华可谓临危受命。

  调查了解“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法院遭受摧残破坏的

情况后，江华认定，乱的祸根就在于“四人帮”宣扬和推行

“砸烂公检法”这个口号及冲砸人民法院的行为。在全国

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座谈会上，江华率先批判“砸烂公检

法”的口号。时值“四人帮”横行期间，人们无不为铁骨铮

铮的他捏了一把汗。

审判林彪江青等主犯

  “我们准备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

犯，这是正义的审判，全体审判人员要理直气壮，鼓足勇

气，准备进行一场既严肃又尖锐的法制斗争。要尽最大的

努力审好，力争创造历史上一个好的案例。”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

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案主犯的决定》，并任命江华兼任特别法庭庭长。

  1980年11月8日，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拉开了帷幕。受理起诉书后，

江华对全体审判人员说了上面的话。

  从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对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

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了公开审判。

  有统计显示，从起诉、调查、辩论、最后陈述到公开宣判，共开庭53次，其中江华出

席28次。

  对10名被告人如何量刑？在特别法庭全体审判员评议会上，每一位审判员都表达

了各自的意见。

  “我们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不能以感情代替法律，要认真执行法律，该判什么刑，

就判什么刑。”江华听后深沉地说。

  1981年1月22日，江华主持下的特别法庭评议认为，10名被告人的罪行特别严重，

社会危害极大，必须依法严惩；同时，综合考虑了“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背景和坚

持少杀政策对未来几十年的历史影响，依法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

其余8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同年1月25日，特别法庭进行了公开宣判。

  起诉书中，认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48条罪行。经过特别法庭评议，判决书

比起诉书认定的罪行减少了。

  中共中央给予高度评价：这次审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划清了刑

事犯罪与政治错误的界限，是维护法制、加强法制建设的一次实践，取得了丰富经验，

是依法办案的一个范例。

有力推动法治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

  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4月全国第八次司法会议至1981年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复

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120余万件刑事案件，从中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30.1万

余件，涉及当事人32.6万余人。

  1980年1月，刑法和刑诉法开始实施，而贯彻“两法”的核心就是依法办事。

  江苏省南京市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一名差5天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杀了3个人。

  根据刑法关于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此人不应被判处死刑。但

因其杀人手段残忍，情节严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只差

5天，判他死刑，以平民愤。”

  “差1天也不能杀。如果差5天可以例外，那么差6天、7天、10天怎么办？如果把不满

18岁的未成年人杀了，刑法这一条就被破坏了，也就不算数了，这样还有什么法律的

严肃性？刑法刚刚实施就不照办，谁还相信我们会依法办事？我们国家的法律又如何

取信于民呢？”江华坚决反对。

  1980年至1983年，江华在离任前始终为贯彻实施“两法”多方奔走。他坚决维护法

律的权威，反复强调：“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执法不严，实际上也等于无法。”

  1998年，92岁高龄的江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他在最高人民法院做的几件大

事：一是批判“砸烂公检法”，拨乱反正；二是复查纠正冤假错案；三是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四是贯彻刑法、刑事诉讼法。

  1999年12月24日，江华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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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卧底调查饭圈灰色产业链

洗洗脑脑营营销销++流流量量经经济济
扭扭曲曲饭饭圈圈文文化化

  ● 饭圈有完善的等级规则，内部阶层分明，少部分核心粉丝掌握圈内

话语权，当个别普通粉丝发表不同意见时就会遭到围攻

  ● 正是因为有利可图，一些资本方无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组成各种

利益集团，想方设法收割粉丝的“钱袋子”

  ● 整顿饭圈，并不是整顿粉丝，而是饭圈背后的灰色产业链。明星要

自律，平台要尽职，粉丝要理性，社会要参与，法律要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