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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CP最初是couple的缩写，原指夫妻、情侣、伴侣，

现衍生为 character pairing或 coupling，特指“人物配

对”。具体指涉粉丝基于双方互动关系的想象，以及

自身主观情感的投射而进行的亲密关系配对行为或

过程，它不仅限于恋爱关系，现已泛化至一切人物关

系的配对。CP粉专指那些在自身情感审美的驱动

下，通过幻想和投射的方式沉浸于对虚拟或真实人

物配对的粉丝，相较于其他普通粉丝而言，其特殊性

就在于他们脱离了对单个人物身份或个性的崇拜，

转变成对两个人物相处及其关系的喜爱[1]。具有共

同兴趣和情感审美的CP粉联结在一起，进行一系列

的关系想象和渗透情绪资本的文本再生产活动，获

得共鸣式移情体验和集体欢腾[2]，最后形成具有专属

规则体系、情感认同、目标一致的区隔性网络共同

体，即圈地自萌的CP社群。

CP社群是一个以情感为纽带的想象共同体 [3]，

它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异质空间”[4]。这空间的建

构以及其中包含的“世界观”与福柯提出的“异托邦”

不谋而合，“它不以反抗为目的。它对‘主流逻辑’的

毁坏、表征、抗议、颠倒，全部来自它的异质性——不

知道、不关心、不在意，自己和自己玩”[5]。CP社群是

承载着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以及情感体

验的意义表征。情感驱动下的个体沉浸在“自嗨”状

况后，受到分享欲望、情感交流、归属感和认同需求

的驱动，开始寻找有着类似情感移情和共鸣的同质

群体，粉丝通过CP话题互动、文本共享和共同的文

化实践来认证身份标识，同时进一步巩固、渲染和传

播想象出的CP关系，促使粉丝深度沉浸情感投射和

想象活动，获得一种“精神寄托”和“群体归属”，达到

一种集体式的“共嗨”状态，构建起CP粉的专属异托

邦。CP社群和其他异托邦最大的差异在于，它是聚

焦情感的想象共同体，类似于韦伯的“情感社群”[6]和

马费索利的“情感部落”[7]。

CP社群深耕圈层文化，通过生产文本故事、二

次创作视频等活动，显示出强大的参与性和主导性；

在资本的收编和助催下，CP文化已蔚然成风。从粉

丝社群鄙视链低端到“破圈而出”跻身主流文化，CP
文化带动影视和网络的新态势，同时CP粉也成为利

益裹挟的新工具。嗑 CP 的动机和底层逻辑是什

么？CP文化如何实现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圈”

再到“融入主流”？皆成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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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1.CP文化的溯源和发展脉络

(1)CP文化的溯源

CP 起源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动漫文化

(ACGN)中的同人作品，特指对有恋爱关系的角色进

行配对。在《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中关于“同

人”的界定是：建立在已经成型的文本基础上，借原

作已有的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基本故事情节和世界

观设定所做的二次创作[8]。同人是粉丝生产力、创造

力的集中表现，其发展过程呈现出两大面向——“CP
向”和“耽美向”。有学者认为CP文化是同人文化的

延伸，两者在很多场域下边界已模糊。耽美CP作为

女性从“第一性”视角“凝视”男性的表征方式[9]，已成

为大势CP，也是同人文化最热衷的创造方向。由此

可知，CP文化自源起就裹挟着同人文化和耽美动漫

的一些元素，并在后续发展中相互交融。

(2)CP文化的发展脉络

一是萌芽期(1960-2012年)。20世纪 60年代，

CP形象伴随同人作品诞生；90年代，日本漫画风靡

中国，CP文化随着二次元文化的盛行开始萌芽[10]，当

时的CP文化主要以动漫和轻小说为载体，以嗑动漫

角色的同人为主；2002年，以起点文学和晋江文学为

代表的网络文学的崛起，为同人文化和CP文化的发

展开辟了新的渠道，小说CP成为磕糖的主要来源；

韩国恋爱综艺节目《情书》《我们结婚吧》助催官方

CP走入大众视野并实现了真人转向，CP的商业价值

开始崭露头角。

二是探索期 (2013-2016年)。CP实现由“官方

生产”到“粉丝自产”转向，B站、贴吧和微博成为UP
主生产 CP文化的主要阵地，呈现 CP原创为主、同

人为辅的创造格局。2013年开启了“流量为王”时

代，组 CP开始成为获取流量的重要方式；2016年，

开启了“CP超话榜”时代，表征着CP陷入流量化和

数据化的争夺中，CP圈层文化开始规模化、制度化

运作。

三是破圈期(2017-2020年)。耽美影视化盛行，

男男 CP 成市场主流。2018 年迎来了男男 CP 元

年，《偶像练习生》开启了内娱偶像男团和偶像工

业化时代，《镇魂》开启了耽美影视化的破圈大门；

2019年《陈情令》大火，带动一系列耽美 IP和耽改

剧的产生，同时推动男男CP走出特定网络空间，形

成日常触手可及的情感消费，男男CP的产业化、资

本化达到顶峰。

四是泛化期(2021年至今)。“万事皆CP”的泛CP
时代到来，呈现CP类型多元化、意识大众化以及资

本集中化的特征。B站为“自产CP”提供了“拟态环

境”，在技术和想象加持下，拉郎配成为时下最流行

的嗑CP形式，形成跨次元、跨性别、跨物种的大乱炖

现象。

2.CP文化研究的既有理论视角

(1)需求满足视角下CP快感的刺激和驱动

需求满足视角主要从情感需求角度分析CP粉

着迷的动机和过程，认为嗑CP是多巴胺刺激下的情

感共情和快感体验的需求，是一种被剩余快感所支

配的沉溺现象，让受众沉溺在精神症状的享乐和虚

拟快感中[11]；同时嗑CP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和欲望

移置，是一种精神依赖和替代性满足[12]；粉丝文化已

成为表征社会现象的症候文化[13]，嗑CP是孤独文化

背景下受众应对情感困境的主动选择。齐美尔指

出，现代娱乐极端化发展，原因在于竞争的压力和物

化的存在，迫使人们逃往情感领域寻求刺激，并追求

集体兴奋和眩晕的状态[14][15]。当下泛CP的文化奇观

是一种社会“镜像”，它是现实青年社会生活和心理

的写照，折射出青年文化的媒介生态和亚文化群体

的潜在社会力量。受众会在社会和心理因素影响下

形成自我需求和目标，然后主动接触媒介和选择追

逐的内容，以实现需求的满足[16]。

(2)文化消费视角下CP经济的生产和运营

文化消费理论在粉丝研究领域一直占据重要地

位。该理论的研究者认为粉丝是蕴含巨大生产力的

群体，是媒介介入以及资本收编的基础，布尔迪厄认

为粉丝具有符号生产力、宣言生产力和文本生产

力[17]；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表示粉丝是一个具有主

动性、创造力和生产力的群体[18]；詹金斯提出粉丝文

化是一种“参与式文化”，粉丝是“文本的盗猎者和游

牧民”[19]，在网络空间里，在技术和媒介的助催下，粉

丝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变成主动性的、参与式的文化

生产者，转变成“生产消费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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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消费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消费。刘丹阳、沈晓

晓从商业对CP文化的介入和收编角度解读CP奇观

化现象[21][22]，主张CP文化是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

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 [23][24]；CP也是一种符号

消费，人们消费的不是物质，而是物质背后的符号

和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25][26]。另外，CP也是一种情感

消费。粉丝经济的基本逻辑是“情感经济”[27] [28]，

“炒 CP”“嗑 CP”皆是围绕情感关系而进行的生产

和消费。其中“男男CP”是一场消费主义裹挟下的

狂欢盛宴。随着女性成为网络文化生产的核心受

众和最有市场的消费群体 [29][30]，女性消费文化主导

性的需求在网络空间成为各方主体主动“讨好”和

“利用”的工具。

(3)性别视角下男男CP的形塑和抗争

嗑男男CP是粉丝群体的一种“狂欢”方式，是自

我展演、自由表达的表征形式，是颠覆等级制、主张

平等对话的一种具体的精神实践[31][32]。男男CP是在

男女恋爱模式审美疲劳的状况下，追求猎奇心理和

欲望满足的实践 [33]，是对平等、自由爱情诉求的表

达；同时网络为女性提供了释放与抒发压抑情感和

个人经验的隔绝男性的虚拟空间；耽美作品是一种典

型的女性向创造，是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产

物[34]，女性从传统的“被凝视的客体”到“凝视的主体”

实现了主客体的逆转[35]，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表达——

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对父权制度的反叛以及对“网

络女性主义”实践行动的主动和犹疑 [36]。这从侧面

反映现代女性对“男尊女卑”传统关系的挑战，对

固定的异性恋模式的解构 [37]，和对性别不平等的抗

争。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虽然超越次元和性别的亲

密关系为受众提供自由表达价值观和思想的空间

和权力，但“自由表达”背后是被资本逻辑操控的

欲望和审美。同时受众对男性的膜拜、对完美人

设的虚构、对“门当户对”关系的潜意识认可以及

对圆满结局的想象，皆暴露出女性并未真正逃脱

传统世俗的枷锁，并未实现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真

正赋权和平等。

目前专门研究CP粉及CP社群的文章较少，现

有研究多将其和普通粉丝社群等同或混淆，未对其

存在的底层逻辑和特殊价值进行深入研究。仅有的

一些研究也习惯就某一方面进行解读，而且多依赖

粉丝社群分析的视角，其特殊性、发展的动态过程未

详细呈现。本研究旨在通过一个相契合的视角，将

CP文化盛行背后的逻辑和意蕴挖掘出来，希望对粉

丝社群的多样化进行补充。

三、理论视角及研究方法

1.本研究的理论视角——异托邦

“异托邦”最初是福柯等人提出的概念，它是相

较于并不存在于现实的“乌托邦”而言，是指真实存

在的一个“他者空间”。具体而言，在“异托邦”中，

“所有在一个特定文化中的实存空间可同时被再现、

改变乃至重塑”[38]。这个他者空间是异质的、具体

的、有限的；它是某种文化的集合、具有种群的倾向；

可以集合不同的场地和空间，而且兼具开放和封闭

的特征，不同的空间群体之间既相互区隔又相互渗

透；它兼具虚幻和真实两重属性，一方面可创造虚幻

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具有真实世界的规则和制度；它

还是一个可以随时打开和关闭的系统[39]。

CP社群建构起一个有别于现实的异质情感空

间，能够提供虚拟的情感需求和快感满足；同时它兼

具真实属性，能够呈现某些隐形的现实逻辑和社会

症候；并通过其“圈地自萌”的文化属性实现“不与主

流对抗的边缘存在”；同时它又是一个多变、开放的

空间机制，在外界空间的吸引下向主流文化迁移、融

合。CP社群呈现类似于“异托邦”的空间，具有其内

涵，又扩展了其外延，具有契合性。另外，CP社群是

粉丝通过“社群的情感同化”建构充满情感关系的想

象共同体[40]。基于CP社群突出的“情感”属性，本研

究将 CP社群界定为“情感异托邦”。该“情感异托

邦”承载着粉丝臆想、虚幻的幻想世界，也联结着外

部资本、市场的现实世界。CP社群如何内生并构建

起异托邦，外部力量又是如何渗透和影响其发展，成

为本研究的主要思路。

2.研究方法——网络民族志和自我民族志

本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研究，以CP社群为主要研

究对象，旨在通过CP粉的行动、其他客体的参与了

解CP社群的运行逻辑。基于此，本研究主要采用网

络民族志、自我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结合深度访

谈收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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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族志是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

察[41]，CP社群属于伴随网络兴起而产生的社会集合

体，是典型的网络社群，适合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

法。首先，根据研究问题和主题识别来选择网络社

区。基于CP粉丝相对集中的微博超话、二次创作最

多的B站作为主要的研究阵地，贴吧等作为辅助领

域。然后考虑CP类型的多样性，以及社群依托网络

平台的多元化，本研究选择了多个网络田野点进行

网络民族志研究。具体根据社群活跃度、粉丝数量、

CP性别、形成来源、结局等差异选择了不同类型的

CP社群，详情见表 1(相关信息截至 2022年 9月 13
日)。根据库兹奈特的研究，在进行纯粹的网络民族

志观察时，还应结合线上访谈 [42]。本研究主要采取

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粉丝留言文本分析等形式

获取资料。本研究在网络民族志研究的社群中根据

粉丝的地位和活跃度选择了 7位CP粉，另外线下访

谈了 3位CP粉朋友、其他活跃社群的 2位粉丝作为

辅助，每个粉丝时间 1.5小时左右(见表 2)，并着重研

究社群中粉丝的讨论、留言等文本，对生产的视频及

弹幕等进行考察和分析。

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将个人与文化相联系，将自

我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考察的研究样式和写作形

式，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描述自我的

生活经验。这和亨利·詹金斯提到的“学术粉丝”或

“半学术，半粉丝”身份相似，既是熟悉一定流行文化

理论、民族志文献、可以对粉丝社群进行有效分析的

研究者，又是了解粉丝习惯和行为、沉浸投入社群的

粉丝 [43] [44]。本人是较早的 CP粉，曾扎根“陆地 CP”
“魄魄CP”“一骑绝尘CP”等社群，本研究将自我体验

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但不局限于个人的经验分

享，而是借由局外人或者研究者的身份对自我体验、

行为实践进行反思和分析[45]。

表1 CP社群的基本概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社群名称

博君一肖

文轩CP
棣欣引力

无尾熊

热销

一骑绝尘

陆地

魄魄

性别

男男

男男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女

来源

影视

团体

影视

综艺

自创

影视

综艺

综艺

平台及相关数据

微博超话：粉丝378.6万人，帖子1027.3万条，

阅读量1156.5亿人次

微博超话：粉丝252.9万，帖子121.4万，阅读量193.9亿
微博超话：粉丝22.8万，帖子8.7万，阅读量13.6亿
微博超话：粉丝62.3万，帖子16.1万，阅读量157亿

B站：《将门毒后》+番外弹幕20万，播放1000万次左右

微博超话：粉丝7万，帖子5.2万，阅读量22.6亿
微博超话：粉丝25万左右

贴吧：关注4.5万，帖子47.7万

发展状态

活跃发展中

活跃发展中

爆火发展中

BE结局

佛系发展中

HE结局

BE结局

最大贴吧已解散

田野信息

2019年初至今

2018年初至今

2022.9至今

2017.7至2020.7
2018年开始

2019.1至今

2017年
2017.6至2019

表2 访谈者的信息统计表

编号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10
A11
A12

年龄

25
18
25
16
21
24
17
23
33
29
34
36

性别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职业

保险推销员

大一学生

博士研究生

高中生

大三学生

爱奇艺宣传

高三学生

自媒体

公务员

硕士研究生

大学老师

博士研究生

喜爱CP
魄魄、司藤

文轩、镇魂、陆地

棣欣引力

博君一肖

博君一肖

一骑绝尘、云次方

棣欣引力

热销

洋迪、胡霍

博君一肖

无尾熊、陆地

浪浪钉、初遇

定位

核心粉丝

活跃粉丝

散粉

活跃粉丝

散粉

核心粉丝

散粉

产出粉丝

活跃粉丝

散粉

散粉

活跃粉丝

访谈时间

2020.08.17
2022.03.15
2022.09.01
2020.08.17
2021.06.15
2022.08.28
2022.08.28
2022.09.06
2021.06.15
2021.06.20
2022.02.18
202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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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P社群的内生逻辑：建构情感共同体

1.基于亲密关系的情感共振和同构

(1)嗑CP是对同频情感的共振，是自我情感模式

的同构

不同CP是对不同情感互动关系或理想化爱情

模式的具象，它与嗑迷的爱情观和审美相关联。势

均力敌的男强女强型、相爱相杀的冤家型、青梅竹

马的养成型、年下姐弟型……新时期多元的爱情模

式皆对传统“男强女弱”的固定亲密关系提出挑战，

也契合年轻群体的多元化需求。DT财经联合优酷

推出的《2022国产青年爱情新趋势报告》显示：“势

均力敌、强强联手”的 CP组合最受年轻人喜欢，占

比 50.7%；紧随其后的是“互相拯救、互助治愈”CP，
占45.6%，这与当下年轻人追求男女平等的爱情观相

契合。

威利斯认为“同构”使一个群体的价值和生活方

式之间，以及它的主体经验和它用来传达核心关切

的符号形式之间存在“象征性的吻合”[46]。想象是意

识形态的一种表征方式，在嗑CP的过程中，嗑迷们

的价值认知及情感想象与这种CP文化存在一种同

构，而这种“同构”成为嗑CP的主要动机，CP双方的

亲密互动与受众的情感理想相契合，成为CP粉“入

坑”开启“个体式自嗨”模式的基础。

(2)嗑CP是自我情感的移情和替代性满足

CP社群满足年轻一代对理想化“亲密互动关

系”的移情、想象和生产，通过浸入一个近似完美的

乌托邦实现对现实的“逃避”。在“感情快餐”时代，

“恐婚”情绪高涨和渴望亲密关系的张力下，贫瘠现

实和丰满理想的割据间，被构建的CP是完美亲密关

系的象征，这种“幻化的爱情”成为现实生活中“一地

鸡毛”式亲密关系的替代品，也成为解决现实困境和

生活压力的象征性出口。“我嗑到了=我恋爱了”“我

可以是假的，但我嗑的CP必须是真的”这种“嗑CP
式恋爱”成为很多粉丝的信条。“2017年的那个夏天，

我像着魔一样沉迷于陆地CP，我每天去他们的超话

看各种分析帖、在B站上反复看两个人互动CUT和

二次创作的作品，超高的颜值、宠溺的眼神、双标的

行为、暧昧的语言，我就上头了。虽然后来我们粉丝

被虐的很惨，但直到现在我们很多姐妹还相信他俩

那段时间在一起过”(A11，陆地粉)。
2.情感意义的创造和符号生产

CP形成的底层逻辑在于对“互动关系”的想象

和控制。粉丝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爱情取向，通过臆

想、自我解读、文本盗用、架空故事等想象式再生产

的方式，去幻想和构建“完美的爱情”。亨利·詹金斯

指出，“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最早使用者和推广者

之一，他们拒绝简单地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内容，而是

坚持享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参与者的权力”[47]。约

翰·费斯克认为，粉丝是过度的读者，对文本的投入

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48]。CP的感情

模式是可以被表演和生产的，CP粉就是强有力的推

动者和创造者。

一是非理性解读，创造符合自己需求的情感意

义。所有的CP粉皆相信“我嗑的CP是真的”，为此

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来佐证自己的观念。CP粉通

过解读微表情、搜寻情侣款、采用双标等方式在两个

人的互动中“挖塘”，来作为两人“天作之合”“命运般

的”“铁证”。CP粉最常见的套路：“眼神糖”“时间

糖”“同款糖”“同城糖”。还有一派技术流，通过分析

命格、面相、星座证明CP两人“天作之合”，然后通过

解读“唇语”“潜台词”等提供“蛛丝马迹”的证据。论

证过程是意义生产的过程，形成各种分析帖，成为社

群的共享知识，凝聚更多粉丝参与和互动，形成新的

意义。嗑CP过程具有主观性、区隔性。CP粉的行为

在外人看来具有疯狂性、不合逻辑，但CP社群内部

却具有共同的观念和认知。

二是沉浸式的想象和文本的再生产。CP粉除

了追求互动关系中“甜蜜和浪漫的感觉”以及“有爱

的氛围”，还享受“挖塘”“产糖”过程的参与感和掌控

感。按照CP粉期待的审美和想象的叙事情节盗猎

文本、挪用媒介素材，然后重新拼凑和剪辑成新的故

事，这是“生产型CP粉”产糖的惯用套路。网络平台

和媒介技术赋能为CP粉提供了生长土壤，技术媒介

构建了主体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创造出新的网络

联结和纽带。以剪辑视频为主的B站和同人文创作

为主的Lofter是CP最主要的产地，粉丝完全自主地

进行参与式创造，掌控着CP感情关系的走向，实现

了由被动者到主动者、由消费者到生产者身份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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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二次创作的文本或视频，延长和拓宽了CP正主

互动的时间和领域，制造出更多可能和空间。而文

本生产的方式，也是粉丝群体建构的一种路径，通过

对原文本的加工改造，赋予粉丝本身所特有的思想

和文化，通过评论、发弹幕等方式实现群体的互动和

文化认同[49]。

3.社群的情感同化和“另类空间”的形成

CP粉通过趋同的目标和情感体验将陌生的个

体凝聚起来，然后通过情感共享和情感意义再生产，

获得个体的情感能量和群体的情感依附，完成情感

同化，最终形成具有群体身份符号的情感共同体。

置身于其中的个体特性暂时被群体共性掩盖，并赋

予粉丝更多认同感和责任感 [50]，这有利于形成群体

内偏好和个人自我范畴界定，也以此建构新的自我

认知，重塑情感观念[51]。

具有区隔性的CP社区与粉丝的认同需求之间

架起了同构的桥梁，CP粉在探寻亲密关系的社群实

践活动中，标榜身份归属、建构社群规则、形成空间

秩序：志同道合的年轻群体在CP超话、豆瓣小组形

成趣缘社群，沉浸在虚拟关系的美好想象中，“圈

地自萌”“守护爱情”的目标促使他们进行共同的

实践行动，搜寻 CP正主“在一起”的证据，续写两

人浪漫爱情故事。他们在行动实践的过程中，形

成 CP社区独有的语言体系 (KSWL嗑死我了、KDL
嗑到了、SZD是真的)、互动模式、规则制度和政治

空间，进而拥有了卡斯特尔描述的“横向认同

感”[52]，最终建构起可分享情感、共享浪漫的另类空

间，这是亚文化群体在主流社会构建的宏大叙事

空间里形成的异托邦。

五、CP社群的他构逻辑：多方主体的渗透与操纵

1.圈群的交互和助催破圈

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斗争的场所，也是权力实

施的媒介。粉丝社群存在明显的鄙视链，粉头(拥有

绝对资源和话语权的核心粉丝)＞毒唯(只粉一个人

并抵制其他人)＞唯粉(只粉一个人，但不抵制其他

人)＞团粉(喜欢某一团队所有人)＞CP粉(基于两个

人的亲密关系喜欢两个人)＞私生饭(行为极端、作风

疯狂的粉丝)，粉头、毒唯都属于唯粉的范畴，唯粉自

认为粉丝身份具有排他性、纯度最高，自认为高人一

等。CP粉因其身份属性模糊、嗑粉纯度不高、粉丝

黏性不强，无法像唯粉般获取身份的合法性，一直处

于鄙视链低端。亨利·泰费尔将社会化认同分为三

个历程：类属化、认同和比较[53][54]。粉丝会对自我群

体形成积极的认识，形成群体内的偏好和对群体外

的偏见 [55]。“一群疯子”“妄想症”“变态狂”是唯粉对

CP粉的评价，CP粉在攻击和冲突中不断进行“我群”

和“他群”的划分，通过强化彼此身份认同的差异，增

强社群的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又会反过来成为推

动社群持续发展的动力[56]。

唯粉和CP粉最典型的冲突是“227”事件。肖战

唯粉举报同人文网站AO3及CP粉诋毁肖战形象，导

致AO3网站被封以及Lofter的大量同人文被屏蔽、B
站“博君一肖”视频被迫下架。这激发了CP圈、同人

圈和耽美圈的不满，开始大范围讨伐和抵制肖战。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事件和网络风暴，“维护正

主利益”和“创作自由”成为唯粉圈和CP圈层碰撞的

“合理化”动机。这次事件是CP粉出圈被广泛认知

的标志性事件。

2.资本的裹挟和操纵出圈

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的抵抗风格产生以

后，支配文化和利益集团不可能坐视不理，它们会

对亚文化进行不懈的遏制和收编”[57]，粉丝文化的

大众化趋势易进入媒体生产和投资方的视域，引

发商业力量全面“入侵”[58]。CP文化是现代文化与

消费碰撞、流量与资本共谋的结果 [59]。CP粉的生

产力和消费力成为资本追逐的焦点，社会的支配

文化和资本方开始对其进行收编和重塑，CP开始

成为当下娱乐文化的新力量和流量增长点，逐步融

入主流文化。

CP从小圈层的粉丝集群，到破圈而出扩大圈层

影响，再到聚集商业价值，实现CP的 IP化，形成了

CP文化的商业模式，立刻成为新时代资本逐利的焦

点：第一，随着CP文化的盛行，IP+CP成为网络、影视

形态的“流量密码”。在消费市场的驱动下，资本方

着力开拓CP市场，将 IP影视化，让CP社群的幻想具

象化，同时巩固和扩大 CP社群，形成消费群体；第

二，随着更多元化的CP类型被创造，衍生更多新 IP，
进一步巩固CP文学和影视的出圈和泛化；第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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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方通过“炒CP”实现“CP圈层营销”模式，IP+CP也

成为品牌营销的新手段。

3.正主的默许和引导固圈

文化工业乐于制造一个个迎合受众的明星形

象，培育忠实粉丝，扩大粉丝经济 [60]。在贩卖注意

力、以流量标榜价值的娱乐圈，抓住粉丝注意力、博

取粉丝偏好并将粉丝的流量变现是明星出圈的关

键。现在粉丝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化接受者，他们是

圈层文化的缔造者，引领着娱乐文化的流行模式。

泛CP时代，CP是明星在激烈竞争场域下讨好粉丝、

获取注意力的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明星主动制造

CP的根源是追求背后的经济效益。为顺应CP热的

潮流，迎合当下粉丝的需求，无数明星不仅默认粉丝

的CP想象和“拉郎配”的行为，还会通过主动发糖，

点赞CP的超话或视频、制造不经意的巧合、发表暧

昧模糊的言论等方式主动制造CP故事。正主引导

可为文化再生产提供素材，提高粉丝生产力和黏

性。制造CP是粉丝和正主双向奔赴的情感共同体，

一方面正主需要粉丝的关注和数据支撑，另一方面

CP粉需要有证可循的幻想爱情来满足自我情感投

射。明星人设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是多方力量

共同互动的结果[61]，而CP文化是更为多维的人设[62]，

可通过多维的关系呈现多重个性，可重塑新人设，弥

补个体多样态的缺失。

六、CP社群的分化逻辑：虚拟社群的多样态呈现

1.现实向异托邦的分崩离析

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

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 [63]，它是一种建构

性因素，许多社会系统是情感建构起来的模式化的

社会关系[64]。嗑真人CP的底层逻辑是沉浸于两个人

设的互动关系，是对双方亲密关系或情感可能性的

想象和实验，并在不明朗的情感关系中，去建构和寻

找理想化的稳定性互动关系。这一底层逻辑存在两

大悖论，一是嗑 CP的出发点是基于亲密关系的臆

想，形成的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虚拟建构和现实真相

总有偏差，共同想象容易因现实冲击而崩裂。普通

粉丝追星，只承担单个个体人设崩塌的风险，CP粉

需承担双倍风险，而且亲密关系和情感是最复杂和

不可控的，这些特性暗示CP本身蕴含着多重危机。

另外，文化消费视域下CP是一种经过包装、美化后

建构出的“伪物品”[65]，一旦真相的面纱被揭开，自我

构建的异托邦就分崩离析。二是CP社群存在的终

极目标是力证想象关系是真实的，但与之相悖的是

嗑CP的意义在于享受不确定性、享受对关系的生产

和创造。所以一旦想象关系固定化，不管“我嗑的

CP掰了”，还是“我嗑的CP成真了”，这一情感异托邦

都将趋向解体。“我嗑的CP掰了”是大部分CP社群

的宿命，这一结局表征着自我解读、展演和建构的异

托邦解体，也意味着一场集体意淫和沉浸式狂欢的

终结。不管是正主爆出有固定交往对象造成的被动

终结，抑或是正主双方常年无互动造成的社群自行

解散，都证明这种基于想象的拟态关系的脆弱性。

“我嗑过无尾熊、陆地，都已经彻底BE。当时嗑的有

多爽，后期就有多惨，我感觉我嗑CP的日子像喂了

狗。最后受伤的只有我们粉丝，我现在再也不嗑了，

已经伤透了”(A11，无尾熊和陆地粉)。二是嗑CP的

乐趣在于窥探隐私、满足幻想、追寻真假的过程。虽

然“我嗑的CP成真”是圆满的结局，但也意味着该社

群的使命完成，即将走向落寞。像“一骑绝尘CP”在
官宣后粉丝活跃度明显降低，粉丝体验过集体狂欢

和梦想成真的确定感后窥探欲降低，其粉丝的活动

动机弱化。

2.理想向异托邦的短期维持

CP类型的多元化决定了不同情感异托邦的价

值认同和情感联结具有差异性。二次元 CP、自创

CP以及部分嗑兄弟情的男男 CP，他们不追求事实

真相、不在乎关系的真假，而是享受建构理想爱

情、配对完美关系和沉溺浪漫故事的过程中。在

这个过程中配对双方只是建构“关系”的工具，是

创造故事的素材。这类 CP异托邦，属于“悦己型”

嗑 CP，类似于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的“逃避式乌托

邦”类型[66]。

粉丝多基于个人的喜好主动接受自己愿意相信

的和使他们愉悦的信息，屏蔽和选择性忽视事实和

真相。“他们就是最配的”成为CP异托邦共同的认知

和信仰，他们嗑 CP的原则是“圈地自萌”“自娱自

乐”。这类异托邦区隔性较强，一方面，因屏蔽真实

声音和客观信息，易出现信息窄化和信息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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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个幻想型“信息茧房”[67]。另一方面，社群粉丝

的主要任务是基于想象的二次创作，但批量化创作

导致文本、人设设定、故事走向、浪漫要素都雷同，会

掩盖爱情的本质，造成浪漫的消亡。可粉丝容易沉

溺于创造出的理想化爱情和人工制造的“浓缩糖分”

中不可自拔。

3.CP社群的循环再生

一个CP社群结束了，另一个社群又被建构，CP
层出不穷，速成速朽，更迭的是人设和外壳，不变的

是爱情内核、嗑CP的套路和资本运营手段。嗑CP
是个体意识形态的表征，也是折射现实的镜像。CP
现象盛而不衰的根源在于，情感需求和现实的落差

推动移情持续存在，CP潜在的经济效益成为资本逐

利永动机。在资本的多手段运营和批量化生产过

程中，总有一款CP和粉丝的情感需求契合，诱导的

情感付出和消费得以实现。鲍德里亚提及：“一个

人具有需求，需求促使他走向给予他满足的物。由

于人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同样的故事便能够

无限制地重新出现”[68]。由此可知，在情感需求驱动

下，情感纽带会不断建构，CP情感异托邦也会不断

推陈出新。它可以复制和量化产出，受众可获得情

感的即时性满足，但它的情感内核、爱情体验和浪

漫意义正走向模式化、同质化和肤浅化，受众能否

持续沉溺于各种人造 CP和爱情模式中，值得持续

研究。

CP商业化发展本质是资本以新的形式对粉丝

情感进行裹挟和利用。资本市场助催CP文化泛化，

为CP粉提供想象和再生产的空间，CP粉满足了心理

需求和情感寄托、实现文本的再参与，看似互惠互利

的平等关系背后是资本方利用粉丝的“感情溢价”获

利。CP圈层文化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将会带有更

多的娱乐性和商业性，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粉丝经

济和商业体制下的营销工具。CP粉本质上是被利

益裹挟的工具人，他们看似是主动型的受众，自主建

构和控制关系、主动制造和生产内容，但在不对等的

环境中其创建的文本和制造出的CP并未脱离资本

的诱导和控制。“没有永远的 CP，只有永远难的 CP
粉”。CP关系崩塌，易造成粉丝反噬，被利用、遭背

叛的情绪促使粉丝回踩。解绑提纯是很多CP社群

的归宿，但新的CP会不断涌现。

七、结语

本文以CP社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了其内

生、他构、分化的三重逻辑，同时呈现了一个情感异

托邦的发展脉络。具体而言，首先，CP社群是自下

而上的内生型情感共同体：CP粉在自我情感替代、

亲密关系窥探欲望的驱动下，对理想化关系进行选

择、挪移、想象和建构。并在主动参与文本创造、CP
符号意义的生产中获得自我愉悦、群体共情和情感

认同，建构起情感异托邦。其次，该情感异托邦是

“圈地自萌”的幻想空间，但它同时是一个开放的场

域，在外部因素渗透和影响下，实现扩展、融合和泛

化。网络社群、资本和CP正主等“他者”力量的助催

下，CP社群破圈而出，形成“万事皆CP”的社会景观：

社群外部粉圈的排斥和打压，增强了边缘社群内部

的团结和合作，冲突事件的爆发反向助催了圈地自

萌的异托邦的破圈而出；CP社群的价值被资本承

认、收编、裹挟，使其成为裹着情感外衣的符号化商

品，CP开始圈层化运营，实现了CP文化的泛化；而

CP正主的引导和推动，则为CP社群提供更多情感

联结的想象空间和二次创造素材，进一步巩固社

群。他构强调“他者”的建构，但这个建构过程更多

受到建构对象的影响，CP的盈利性成为“他构”的

根源。最后，不同形态的异托邦经过与现实的冲撞

和融合，开始趋向分化：现实向异托邦以拟态化社

会关系的想象为主要行动实践，当共享的情感纽带

断裂时，异托邦分崩离析；理想向异托邦超越现实

和真相，在自我建构的世界里可暂时维持发展。完

美的爱情、浪漫的叙事为受众提供了逃避现实、集

体狂欢式的空间，目前在受众的情感需求和资本的

利益驱动下，各类 CP层出不穷。但商品逐利下速

成的、量化的、千篇一律的 CP模式，容易掩盖爱情

的内涵和浪漫的本质，长此以往会引起审美疲劳和

文化的落寞。

任何一种文化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关键在于是

否良性运行和发展。CP文化兼具双重性，我们只有

理性分析、客观批判、合理引导、恰当利用才能助催

其可持续发展。“疯狂”“非理性”“狂热”“妖魔化”多

是CP粉被贴的标签，但CP文化实现亚文化的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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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证明其蕴含的价值：CP文化的流行和泛化符合

受众对多元化文化的期待，也符合粉丝主动参与文

本生产和创作的需求。CP粉作为“文化的创造者”

通过盗猎的方式形成内部的话语和符号，制造新的

叙事故事，获得个人认同和集体狂欢，形成新的圈层

文化，建构起积极的文化意义；CP粉作为“文化消费

的生产者”，助催了粉丝经济的商业价值，符号化的

文化消费带动资本运营的新模式，实现娱乐产业的

暂时繁荣；CP社群为去污名化、凸显身份合理性以

及实现亚文化的破圈，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成为粉丝

公益中的一股新力量。

勒庞认为，个体会因集体情感的作用失去应有

的理性而成为“乌合之众”。CP粉过度依赖虚拟情

感、长期沉溺于人工制造的“精神鸦片”，会丧失理

性判断和对现实情感的选择，会强化现实不满和

孤独。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上，生产者会为了

争夺注意力不顾道德和伦理叙写低俗的故事，最

终脸谱化的 CP关系、快餐式的爱情都让浪漫主义

消亡，也让CP文化失去其价值内涵。为避免CP文

化昙花一现，粉丝需理性嗑CP，将理想化的爱情期

盼转化成现实生活的动力；资本合理炒CP，让其正

面价值发扬光大，抵制其潜在危机；社会各界合力

引导，营造良性的文化环境，实现 CP文化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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