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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体育饭圈污名化的产生与消解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

魏天昊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在当今发达的现代媒体网络技术支持下，“饭圈文化”向体育领域扩张，诞生了各种

体育“饭圈”。但由于体育粉丝的一些不理智行为，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使得体育

“饭圈”的形象遭到损害，体育“饭圈”逐渐被污名化。本文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基

础，阐述了体育饭圈中的互动仪式过程，并从仪式形成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体育饭圈

污名化的成因：虚拟身体共在混淆饭圈界限；恶意情感连带引发粉丝冲突；畸形圈内

符号唤起负面情感。基于以上污名化成因，针对性提出消解方法：（1）明晰界限：规

范体育饭圈圈层划分；（2）强化监管：打击饭圈恶意炒作行为；（3）引导教育：宣

扬正确圈子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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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and Elimination of the Stigmatization of Sports Fan Circles in the 
New Media Er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WEI Tian-hao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of modern media network technology, “fan culture” has expanded into the sports field, 

resulting in various sports “fan circles”. However, due to some irrational behaviors of sports fans, it has caused a 

bad social impact and damaged the image of sports “fan circles”, leading to the gradual stigmatization of sports “fan 

circl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teractive ritual process in sports 

fan circles, and clarifies the causes of stigmat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formation: the confusion of fan 

circles boundaries caused by virtual body co-presence; malicious emotional contagion leading to fan conflicts; and 

the negative emotions aroused by abnormal in-circle symbols. Based on the above causes of stigmatization, targeted 

methods to eliminate it are proposed: clarifying boundaries by standardizing the layering of sports fan circles;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to combat malicious hype behaviors in fan circles; and guiding education to promote 

correct circle cultural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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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运用，“数字化浪

潮”“大数据”“Web2.0”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标志。

各种新型自媒体社交平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成为

了人们获取信息、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的主要途径。万

物互通互联使得信息生产方式、社会媒介、传播机制等

发生巨大转变。

2024 年 5 月 15 日，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体育宣传文

化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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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模型。该理论详细地描述了人们在一同参与的“自

然仪式”中是如何产生情感能量、受到情感驱使，并形

成一个以“共同符号”为信仰的团结群体。互动仪式链

指的是由无数发生于特定“际遇”中的互动仪式（复数）

联结而成的链状结构。仪式链的形成离不开四个条件： 

（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2）形成

封闭的圈子，对于局外人设定了界限。（3）人们的注意

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

绪或情感体验。仪式结束后的结果也分为四种，即“群

体团结”“情感能量”“群体符号”“道德感”［10］。

柯林斯的理论强调人们的共同在场以及身体互动，人

与人之间必须在同一个物理场合，互动仪式才可能成立。

他以电视转播、电话连线等作为案例，指出以上的非物理

在场虽然能够使人们产生在场感与参与感，但是这种感觉

是短暂的，无法形成所谓的“身份认同”与“群体团结”。

然而，这种传统的观点在现在发达的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背

景下略显苍白。万物互联、实时共享已经成为当代人生活

的基础，人们的参与感与在场感可以通过各种媒介手段获

得。现在，大量的网络社会群体与传统互动仪式链下形成

的群体同样具有十分强大的凝聚力，并形成了群体团结、

情感能量等结果。物理空间上的身体共同在场不再是仪式

发生的必要条件［9］，吴迪、严三九构建了现代互联网背

景下的网络亚文化群体的互动仪式链模型［8］（如图1所示），

使互动仪式链理论得到了补充，更符合当下时代特征。本

研究的研究对象——体育饭圈正属于娱乐文化的亚文化群

体分支，故该模型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体育事业的正确发展方向、体育行业的风清气正。“饭

圈”是对于粉丝群体的统称，逐渐演变成追星群体的代

名词，具有组织性、区隔性、狂热性等特征。“饭圈文化”

这种具有圈层性亚文化的狂欢仪式，在新兴媒体的“破

圈”助力下，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扩散。与娱乐界的影视、

歌唱明星网红有着相似特点的体育运动员，其饭圈的形

成发展迅速，体育饭圈化在近些年掀起了浪潮。虽然“饭

圈文化”在体育界的扩张能够使粉丝主动地参与体育明

星的塑造，在资本运作下产生消费和流量，促进了体育

产业发展成熟。一些粉丝群体也献身公益事业，增加了

体育在社会舆论中的正向影响，本无不妥。但饭圈粉丝

线上互掐互怼、网络暴力欺凌、窃取运动员隐私等无底

线追星恶性事件频发，在当今的新媒体时代下传播迅速，

严重影响了社会舆论和主流价值观，体育饭圈被贴上“脑

残粉”“极端过激”的污名化标签。因此，分析体育饭

圈污名化的成因，探索遏制体育饭圈污名化的途径对于

体育饭圈健康发展、体育舆论管治和维护体育社会形象

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借助互动仪式链理论，明晰体育饭

圈的内部机制，理清互动仪式链下体育饭圈污名化的来

龙去脉，以及新媒体在其中的作用，并为体育饭圈“去

污名化”提供参考。

1  核心概念解析
1.1  互动仪式链理论

2003 年，兰德尔·柯林斯在前人关于互动仪式的研

究基础上正式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概念，并构建了相

仪式的组成要素

用户同在的自然仪式

亚文化资本拒绝局外人

共同的关注焦点
共享的情感状态

微观互动仪式的节奏连带

共同的行为或事件

前期的共同符号

短暂的情感刺激

群体团结

个体情感能量

共同符号（语言）

道德标准

集体
兴奋仪

式
的
结
果

图 1  网络亚文化群体的互动仪式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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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体育饭圈

饭圈及饭圈文化被大多数学者认为起源于 2005 年湖

南卫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发起的造星运动，内地粉

丝迅速从松散追星族转变为网络社群和联盟［2］，也就是

粉丝圈。从饭圈的定义中可以衍生出：体育饭圈，也就

是体育粉丝圈。作为饭圈文化在体育领域的表现形式，

属于亚文化中的亚文化群体，是对各运动项目饭圈的统

称。同时，饭圈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互联网。在互联网

发展前，粉丝行为并没有如此大规模、纪律严明、分工

明确、行动力极强的行为，只是小范围存在于现实生活

中分散的粉丝群体，如球迷协会、应援团等。随着现代

媒体网络的发展，近些年体育饭圈化程度不断加深，虽

然相比文娱领域的偶像饭圈来说，各体育饭圈还是相对

松散，但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在各种论坛中，如微博、

虎扑、懂球帝等。各个运动项目的体育明星都有了自己

的饭圈，大到国家乒乓球队，小到“草根”出身的网红

运动员。饭圈内的体育粉丝自发地组织起来，一些在网

络上支持自己喜爱的运动员，分享相关资讯，为其造势；

一些则在线下支持，为运动员“接站”，自发地做导游，

购买运动员相关的周边等。然而，随着体育饭圈的发展，

体育“饭圈文化”出现畸形，体育粉丝的负面新闻层出

不穷。例如，“全红婵粉丝怒斥裁判压分”“多次试图

引导粉丝互撕谩骂，多次造谣拉踩”“羽毛球世界冠军

陈雨菲的生活信息和航班行程被粉丝发到网上”“王楚

钦遭粉丝怼脸拍摄”……这些体育饭圈乱象严重影响了

体育社会形象，为体育饭圈污名化埋下了祸根。

1.3  污名化

污名研究始于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针对性研究。

他将污名定义为一种让被污名者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的

身份形象、社会信誉或价值受到损害的社会特征。简单

来说，污名可以被理解为刻板印象的一种，是一种社会

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15］。这种负

面标签会使个人或者组织拥有或被相信拥有某些被贬抑

的属性和特质，这些属性或特质不仅使被污名者产生自

我贬损心理，亦导致了社会对其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13］。

从污名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污名化在社会关系中的负面

作用十分显著，会破坏并扭曲人们对事物或事件的原始

认知，并且污名蔓延十分迅速，在未得到确认的情况下

快速传播，这种污名影响一旦形成，就会造成价值观念

的偏见，很难在短时间内祛除。污名的形成有着三个梯度：

（1）对具体事件或事物的污名；（2）对人或集体的污

名；（3）对社会制度的污名［12］。这三者是依次递进的

关系，人们最先关注的是某些具体发生的事件或事物，

经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逻辑分析，再通过事物将污

名上升至某人或某个群体，最后上升至对某些制度的污

名。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污名化呈现出多元化、

泛化的特征。社会上的污名现象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

这些污名现象不再局限于特定群体或领域，而是广泛地

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时，污名对象的范畴也在不

断拓宽，从特定的群体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个体。此外，

污名的内容也日益多样化，涉及身份、性别、职业、信

仰等多个维度。更为复杂的是，各种污名现象之间的关

联愈发错综复杂，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污名网络［11］。

体育饭圈污名化也是此趋势下的结果之一。

2  体育饭圈中的互动仪式链
根据互动仪式链的概念可以看出，互动仪式链结构

的规模并不固定——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加入社会交往，

互动仪式链便交结为中观乃至宏观级别的社会结构。这

与粉丝们的活动极为相似：从单个粉丝的“追星”活动

逐渐扩张至粉丝集体的“追星”活动。从单个分散的粉

丝个体不断凝聚成团结的粉丝组织——也就是饭圈。可

以说体育饭圈的形成就是球迷粉丝互动仪式的宏观结果。

“经常对偶像激烈地表达情感”“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有

圈层等级结构区分圈外人”“进行集体规训，教导个体

如何成为一个粉丝”这些饭圈的显著特征与互动仪式链

理论的“四要素”及产生结果不谋而合。饭圈文化本身

就是粉丝们参与仪式的产物，饭圈形成的过程与互动仪

式息息相关。

2.1  身体共在：体育粉丝的虚拟围观与聚焦

饭圈是由粉丝聚集而成的网络社群［4］，当粉丝们聚

集在同一场所时，仪式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而仪式的

形式多种多样，在体育领域，球迷观赛就是传统意义上

的共同在场仪式，球迷粉丝们在同一时空下完成对比赛

和运动员的共同关注，同时也对“圈外人”划清了界限：

是否在场观看了同一场比赛，是否关注了同一个球队、

同一个体育明星。但随着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粉丝的“围

观”仪式逐渐从传统的现场观赛向虚拟观赛转变，饭圈

文化现象与互联网技术与网络社会发展密切相关［7］。实

时转播、录播、AR、VR、弹幕等技术的运用，使得传统

的共在仪式被打破，例如 NBA 的线上观众连线。线上观

赛的虚拟共在成为了粉丝球迷的主要参与形式，即使不

在同一时空下，粉丝也能身临其境并参加到仪式中来。

新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使得球迷观众之间进行社交和互

动已经不再需要真实的身体接触，利用实时在线评论、

弹幕也可以完成一系列的沟通和情感交流，密切了成员

间的联系。社交网络平台沟通的即时性、便捷性、持续

性可以营造出一种贴近现实的空间共在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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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饭圈粉丝自媒体对体育明星精彩表现的后期

剪辑、创作等文化的再生产，通过各种自媒体平台的大

数据推送传播，也成为粉丝们积极关注的焦点，这种“围

观”更不受时空的限制，粉丝们一同在平台所搭建的虚

拟空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情感、对球星的热

爱，并传达给了“在场”的粉丝，完成了身体共在仪式。

也就是说体育饭圈开始于球迷粉丝们的线上于不同时空

对自身喜爱的体育明星、球队的“围观”，这时互动仪

式链构成的基本条件已经满足，饭圈粉丝开始产生对彼

此身份的认可，感情开始同步，成为后续情感能量产生

的萌芽，也成为体育饭圈的开端。

2.2  情感连带：体育粉丝的集体兴奋与狂欢

情感被认为是饭圈形成的基础，而令互动仪式得以

动态式推进的，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这两个

极为重要的“过程性要件”［5］。体育饭圈粉丝们经过共

同的自然仪式之后，将对运动员的共同关注与感情传播

给了周围的粉丝并从其他粉丝获得反馈。粉丝所传播和

体验的情感或消极或积极，而获得的反馈与所体验情感

的正负是相关的。当某体育粉丝表达出对某个球队或者

某个明星的喜爱或者支持时，其他有相同情感的粉丝会

与之相呼应，发出正向的反馈，一同表达出自己的热爱，

这种情感就得到了增强，从而形成了感情的连带。相反，

某位粉丝对某个球队或者某个明星表达出反感、厌恶的

情感后，会遭到集体的排斥和疏远，感情连带就不会产生，

甚至会导致粉丝们失去共同聚焦。

在情感连带的“加能”效果下，粉丝们的情感得到

进一步的强化，导致情感的狂热化。这种狂热的情感极

具传染性和煽动性，会迅速地扩散至整个粉丝群体，产

生集体兴奋，类似于网络舆情中的“带节奏”所产生的

效果，可以说情感连带就是饭圈领域的“带节奏”。在

足球、篮球等大型体育赛事的赛场经常可以看到，零星

几个球迷的呐喊助威，逐渐传播至整个观众席，掀起一

阵阵的声浪，这时整个赛场被点燃，粉丝们的情绪处于

高涨阶段，行为逐渐情绪化，开始属于粉丝的“狂欢”。

在饭圈中，这些能够起到“带节奏”效果的通常被称为“大

粉”，但也有少数普通粉丝能引发这种效果。微博超话、

虎扑论坛中的饭圈“大粉”及意见领袖在网上发表对明

星或球队的见解或态度，从而引发粉丝们的热烈追捧。

在这个过程中，粉丝们的情感逐渐累积，并逐渐形成稳

定的、不易改变的情感能量。

2.3  圈内符号：体育粉丝的身份认同与团结

体育粉丝的互动仪式完成后，在情感连带的节奏下，

粉丝们产生情感能量并不断累加，这种情感是长期存在

的，即使脱离了仪式，在下一次的共同关注下，情感又

会被唤醒。这样的循环无疑会使体育粉丝们产生凝聚力

和群体团结，让粉丝们感知到“自身是一名某球队或某

体育明星的粉丝”这一身份，从而形成了对彼此身份、

对群体组织的认同并不断深化。实质上，情感只是形成

饭圈的成因之一，“饭圈”最核心的因素是认同，它操

纵着粉丝的情感与行动［3］。不需要刻意强调，个体就会

自发、积极地参与到群体互动之中，而且随着仪式的推进，

这种集体团结感与集体认同感会越来越强烈，甚至会在

现实和虚拟生活中产生移情［1］。正是这种强烈的身份认

同，催生出了用来辨识身份以及携带情感的“圈内符号”。

粉丝为了在脱离了仪式之后仍能保持身份和与圈子的联

系，将情感能量储存到特殊的符号里，这种符号可以是

文字、动作、口号、图片等等，只有饭圈内部的“饭”

才可以辨识并从中获取到符号所含有的情感，往往是一

种身份的象征。如科比的粉丝通常对自己独特的称呼“科

密”、穿戴有“24”数字或“小飞侠”符号的服饰等。“圈

内符号”的产生，使得粉丝有了需要共同维护的“图腾”，

不允许符号受到他人的冒犯，让粉丝们产生对于自身的

规束：即身为粉丝的责任与义务。粉丝们在生活中常常

会用这些责任来要求自己和他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粉

丝”行为规范，这也是仪式的结果之一——道德感，也

是饭圈粉丝的共同特征。这种道德感主要表现为对圈子

符号的尊敬和对圈外人攻击行为的警惕。群体认同、情

感能量、圈内符号、道德感这四个互动仪式链的结果，

也成为体育饭圈形成的标志。

3  新媒体下体育饭圈污名化成因
上文分析了体育饭圈中的互动仪式，可以看出情感

这种非理性因素在体育饭圈中频频出现。正是这种非理

性，使得饭圈粉丝的行为容易极端化、过激化，本身就

容易产生不良影响。在泛污名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饭圈

污名更是不可避免。在体育饭圈污名化过程中，具有传

播迅速、影响力广泛等特点的发达现代新型媒体起到的

作用不可忽视。从上文体育饭圈互动仪式链的三个要素

出发，对体育饭圈污名化成因进行分析。

3.1  虚拟身体共在混淆饭圈界限

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当下，多种新型媒体的出现使

得虚拟共在成为体育饭圈互动仪式的主流。虚拟共在虽

然加速了体育饭圈规模的扩大，但是快速的扩张往往会

导致粉丝质量的下降，原本只是相对松散的体育饭圈变

得愈发混乱。得益于新媒体惊人的传播效果，体育圈内

文化的输出以及“出征”，降低了进入饭圈的难度，制

造新粉丝加入饭圈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伪粉丝”，

这就让体育饭圈划清圈外人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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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对参与仪式的粉丝进行区分。一些非真正粉丝的“伪

球迷”“伪粉丝”也被吸纳进入饭圈之中，这些“伪粉丝”

也能识别一部分圈子中的符号和其中的情感能量，但并

不全面，往往只是为了凑热闹或者“吃瓜”而进入了饭圈。

从而导致“伪粉丝”在饭圈中具有一定盲从性，容易跟风、

遭到他人煽动，不自觉地成为一些恶性事件的帮凶。不

仅如此，虚拟共在的模糊性还会被与本饭圈对立的其他

圈子中的粉丝所利用。这些其他圈子的粉丝会假扮成是

本饭圈的“圈内人”，攻击、抹黑其他圈子的粉丝或符号，

主动拱火引战，从而毁坏本饭圈及粉丝的形象。例如，

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中，其他球星的粉丝经常假扮詹姆斯

的粉丝“詹密”攻击库里的粉丝，给“詹密”这个粉丝

群体“招黑”，破坏詹姆斯粉丝的公众形象。久而久之，

人们认为体育饭圈粉丝喜欢挑起争端，体育饭圈的公众

形象遭到损害，饭圈的不良污名逐渐形成。

3.2  恶意情感连带引发粉丝冲突

情感连带作为互动仪式的重要环节，是互动仪式链

得以循环的必要过程。在连带的过程中，随着感情的不

断“加能”，粉丝的情感逐渐占据主导位置，对自身行

为的控制大幅下降，很容易出现情绪化、过激化的非理

性行为。体育项目的激烈竞争本身吸引的受众就是充满

激情的，更容易出现过激行为。这种行为稍加引导，便

可能转化为暴力攻击行为。正因情感连带中的非理性状

态极易产生，使得不轨之人可以利用。他们往往通过一

些媒体平台，发表一些攻击性言论，或者对一些体育明

星争议性事件发表极端的观点，来带动有着相同情感的

粉丝或者误导他人，引发争执甚至冲突。这些带有恶意

的始作俑者往往分为两类：一类是“黑粉”。“黑粉”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粉丝，而是基于利益对特定明星实施

抹黑行为的群体。他们基于的并不一定是实际的经济利

益，也可以是自身所喜爱的体育明星的形象、地位等。

为了保护自己圈子内“偶像”的名利，而攻击、贬低其

他明星。这样“一捧一踩”的行为，很容易就遭到其他

圈子粉丝的厌恶，从而引发“网络骂战”。另一类是隐

藏在圈子粉丝背后、通过炒作获利的“资本”。在新媒

体时代，“流量”成为一种资本，掀起了“眼球经济”

热潮。只要能引起粉丝们的注意，就能产生经济效益。

因此，这些“资本”便不顾后果，通过购买“网络水军”

或“职业黑粉”的服务，恶意“带节奏”，引发粉丝们

的冲突，来维持自己所捧红的明星的热度和流量，从而

从中牟利。在诸多的粉丝冲突事件背后，都可以看见这

两类人的影子，他们利用粉丝情感，不顾社会影响，使

得网络风气每况愈下，体育饭圈被视为污染源头之一。

在这样恶意的连带下，互动仪式的结果被扭曲，产生消

极的饭圈符号、情感，畸形的饭圈文化产生。

3.3  畸形圈内符号唤起负面情感

符号作为互动仪式的最终产物，携带了先前仪式中

的情感。但蕴藏其中的情感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圈内符

号来源于群体认同，同样也来自群体的不认同，对其他

事物的否定也包含其中。当粉丝们把愤怒、嘲讽、厌恶

等负面情感通过特殊文字、图片、动作表达时，产生的

符号大多是带有攻击、暴力、羞辱意味的畸形符号，这

些畸形符号在万物互联的当下传播范围很广，以至于脱

离了原本的“饭圈”。一些粉丝在圈内形成的道德感扭

曲了其原本的社会道德和价值标准，不计使用这些符号

的后果和影响。以武术圈为例，“马保国”粉丝以“混

元形意太极拳”作为身份标签，产生了带有讽刺意义的“闪

电五连鞭”“接化发”等武术套路符号，并被网友争相

效仿。虽然只是娱乐之举，但是严重影响了传统武术在

群众心中的形象。当圈内所崇拜的偶像被其他圈子的粉

丝攻击时，这些畸形符号常被作为圈内粉丝反击的手段。

这些畸形符号使用得越多，唤醒的负面感情就越强，一

方面维护了圈内粉丝认为的“正义”，一方面激起了对

立粉丝群体的不满，成为粉丝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例如，

在库里粉丝与詹姆斯粉丝的网络骂战中，曾多次出现“两

手一摊勒布朗詹”的字样，这是库里粉丝讽刺詹姆斯喜

欢向裁判抱怨的行为，引起詹姆斯粉丝的一片声讨。这

样的畸形“饭圈文化”，让体育饭圈粉丝被贴上“暴力”“没

素质”“易怒”的标签。

4  新媒体下体育饭圈污名化的消解
4.1  明晰界限：规范体育饭圈圈层划分

饭圈之所以能称之为“圈”，是因为有明确的内部

圈层划分和区分圈内外的边界，明确、规范体育饭圈的

内外圈层划分是净化体育饭圈、破除体育饭圈污名的首

要任务。在体育饭圈内部粉丝相对松散的大背景下，体

育饭圈内部的组织机制需要向“老牌”文娱饭圈靠拢，

形成严密的粉丝组织体制。各个体育饭圈头部应当明确

圈内粉丝划分的基本结构，可以将粉丝的身份进一步细

化为不同的角色，如摄影组、后勤组、应援组、传教组等。

根据功能、权力的不同进行层级划分，这样既可以方便

管理，又能够增加饭圈内部的凝聚力。

在虚拟在场盛行而产生大量“伪粉丝”的情境下，

体育饭圈对于粉丝身份的认定更要加强。饭圈边界方面，

各体育饭圈甄选粉丝的方式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丰富

辨别真伪粉丝的手段，这是饭圈的内部管理者、领导者

所需要注意的。各个娱乐界的“老牌”饭圈拥有十分完善、

健全的粉丝认证系统并对粉丝的身份进行区别，这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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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通常是有成文规定的，一般通过连续签到达到一定时

间、发表相关话题的帖子达到一定数量或者完成粉丝知

识考试才能“入圈”。体育饭圈可以借鉴文娱饭圈的方法，

结合体育领域实际情况，制定出完整的体育饭圈准入退

出机制并落实，从而减少“伪粉丝”的加入，确保体育

饭圈粉丝懂体育、爱体育、讲道德。

4.2  强化监管：打击饭圈恶意炒作行为

情感连带是互动仪式链中要素到结果的桥梁，情感

连带越积极，产生的圈内符号、情感能量也就越正向。

打击“恶意炒作”这种负面情感连带是治理体育饭圈污名，

防止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体育的关键。饭圈中的“黑粉”，

大多是其他饭圈的粉丝。各个饭圈的领导者要明确赏罚

奖惩，管好圈子成员，对圈内粉丝刻意引战、造谣抹黑、

侮辱谩骂等行为严厉惩罚。同时，饭圈领导者大多是圈

内的权威和意见领袖，对饭圈粉丝言行的影响十分显著，

领导者自身也要遵循规则，为圈内粉丝树立榜样，带领

粉丝脱离“黑粉”怪圈。各大网络平台也要加强审核，

对不良言论及时删除、违规用户及时封禁；对于唯利是

图的“水军”“职业黑粉”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操纵者，

以破坏良好社会风气、舆论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个人利益，

社会危害性大、影响性恶劣，更应该严惩。强化网络治

理监管，联合各个网络平台，利用大数据保持对饭圈事

件、饭圈粉丝的密切关注，及时遏制不良势头。完善网

络相关法律条例，加大惩罚力度，必须要起到震慑作用，

杀一儆百。“水军”“职业黑粉”只是“苍蝇”，不良“资

本”才是“老虎”。只有追根溯源，铲除整条炒作“产

业链”的同时，打击背后的不良“资本”，既抓“苍蝇”，

又打“老虎”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恶意炒作粉丝事件的发生，

还体育饭圈风清气正。

4.3  引导教育：宣扬正确圈子文化符号

各圈子符号是每个体育饭圈的“图腾”，代表着不

同的饭圈文化。一味地整治只消除了表面的病症，引导、

促进体育饭圈生产出“正能量”的圈内符号才是根治体

育饭圈污名病灶的药方。体育，本身就是积极向上、顽

强拼搏、自强不息等诸多美好品质的“代言词”。发挥

体育运动本身特质和功能，通过体育健儿们赛场的拼搏

经历教育粉丝；将体育精神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结合，通过体育明星正面事迹感染粉丝。体育明星、

圈内意见领袖要以身作则，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教

化作用，积极引导粉丝进行积极的文化再生产，情感连

带积极了，饭圈生产出的符号也是正面的。同时，媒体、

平台等社会媒体要与官方媒体联手，大力传播饭圈内部

的积极文化符号。正确认识饭圈文化的两面性，发掘体

育饭圈良好向上的一面。从疫情期间“众多饭圈粉丝募

集物资捐款驰援武汉”到“众多体育粉丝设立公益基金

会”等，体育饭圈粉丝的公益行为也屡见不鲜，体育饭

圈粉丝的身上具有热爱国家、乐于助人等优良美德，这

些事迹的报道力度往往缺乏。宣扬正确圈子符号，树立

体育饭圈正确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打造良好网络环境，

潜移默化地改变体育粉丝言行，自觉抵制畸形饭圈文化，

从而祛除污名化标签，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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