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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刚过，艺人李易峰违法失德行为迅速成为舆论热点。身为明星，多次违反法律；身为公众人物，用谎言
欺骗大众，最终受到法律惩治。可是，已经铁板钉钉的事实，竟还有粉丝执迷不悟，通过追星账号发表极端言论
煽动、误导受众，给青少年带来恶劣影响。对此，9月13日晚，微博公告称：近日发现有个别粉丝以非理性的方式
追崇劣迹艺人，甚至发布极端追星言论，严重破坏网络健康生态，对此站方坚决予以严肃处置。同日，微信也发
布“文明上网，理性追星”的倡议，表示会对发布诱导非理性追星等内容的账号予以从严处理。但我们依旧忧心
忡忡，坚决抵制这类“无底线追星”顽疾，全社会该如何引导年轻人追星？谁是我们该追的星？

“追星”越来越成为年轻人时尚生活
的一个元素，既代表着追星者的审美观，
也展示了追星者的价值观。有一句通俗
的话，叫“你追什么星，就代表你是什么
人”。追星，意味着个人对明星的外在和
内在都认可，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导向、
行为准则和道德情操。如果将一个违背
社会基本公德甚至违法乱纪的人都作为
要追的星，这本就是对自己人格尊严的
贬低。
当然，年轻人追星，可能是因为明星

的外在容貌契合了自己的审美标准，让
自己产生愉悦之情。这是正常的人性反
应。但是，我们还需注意，人的情感只有
受到理性的合理规导，才是真挚、持续、
稳定的情义。如果只在乎外在的感官刺
激，那只能是波涛汹涌，让人丧失独立的
判断力、鉴别力和自控力。真正的明星，

其本人也应该不想被追星者投入这种肤
浅的情感。
因此，年轻人该怎么追星？对这个问

题的回答可能五花八门，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但是，有两个问题是具有普遍性
的。
首先要明确“明星”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一开始就把“空壳明星”“皮囊明星”
等作为偶像来追捧，那只能导致自己的
道德修养、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等潜移默
化地出现偏差，甚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相悖。什么是真正的明星？至少应该
不是低俗、媚俗、庸俗的代言人，而是代
表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厚的家国情怀、精
湛的专业素养和正确的价值理念。青年
人追星，其目的是通过汲取明星身上的
各种优点来促进自己全面发展，这样才
不至于迷失自我。

此外，还要弄明白自己应该如何去
追星。追星并不意味着只看到明星的优
点，甚至无限制放大明星的优点，而对于
其缺点避而不见。更有甚者，即便有关明
星的负面消息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
追星者也对其表现出无理性的愤恨，甚
至仇恨发布负面消息的人和平台。这种
追星的行动已经超出了人的合理认知范
畴和理性思维，是一种盲目的追随，对于
个人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所谓人无完人，只有在时代的发展

中敢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才能不断地
提高自我，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来实
现自身的持续提升。宽容并不代表放纵，
原谅并不代表无错，这一点是需要广大
追星者时刻注意的原则。

（作者为青岛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博士）

“理性为感情所掌握，如同一个软弱
的人落在泼辣的妇人手中。”700多年前
波斯诗人萨迪的话，在今天李易峰事件
中再次让人警醒。
随着北京警方的通报，“顶流”李易

峰嫖娼实锤。广告解约、社会谴责……
公众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绝不姑
息、绝不容忍。然而面对违法犯罪的铁
证，李易峰的一些粉丝似乎还是不肯相
信，有些甚至还在网上为其洗白，一些
奇葩言论委实让人震惊。细究起来，这
些粉丝之所以“中毒”至深，除了自身缺
乏独立思考能力、不由自主“神化”偶像
等原因外，背后畸形的“饭圈”乱象更值
得我们深思。
随着泛娱乐化的兴起，应援打榜、

刷量控评等所谓“饭圈文化”进入人们

视野。作为“饭圈”的主体，很多年轻人
受年龄阅历等影响，辨别能力相对较
弱，易受不良诱导参与到互撕谩骂等非
理性追星中，甚至艺人违法被拘还要网
上应援，商量如何“捞人”。近年来“饭圈
文化”的不断扩张，与操盘者对于“饭
圈”流量的收割不无关系，他们通过情
景设置，完成娱乐理念的输出甚至侵
略，最终把粉丝变成自己的“韭菜”。一
些靠吃“流量”饭的明星，默许甚至纵容
非理性追星行为，也助长了“饭圈”乱象
滋生。
“饭圈”不能成为怪圈，追星不能没
有底线。纠治“饭圈”乱象，应坚持“十个
指头弹钢琴”。艺人作为公众人物要爱惜
羽毛、以身作则，提高职业素养；社会和
家庭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端正其是

非观；相关部门在治理“饭圈”乱象时要
善于抓重点，不能每次重拳举起却多数
打在粉丝身上，要坚持精准引导，防止粉
丝被资本逻辑裹挟，引导明星、经纪人、
群主等发挥更积极作用。当然，面对靠舆
论做大的“饭圈文化”，也要学会以舆论
之道去监管，在依法治网管网的同时，用
真实理性的正面舆论、喜闻乐见的文化
产品，帮粉丝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最终形
成“人人独善其身”的自觉，实现“人人相
善其群”的格局。
“饭圈”再大，也大不过法。碰触红
线，必将受到严惩。在流量为王的当下，
拒绝裹挟、理性追星，不仅是广大粉丝急
需提升的素养，也是社会各界需要共同
努力守住的底线。

（作者为央媒从业者）

追星路上，别迷失了自我

宽容并不代表放纵，原谅并不代表无错
□特约评论员 刘晋祎

“饭圈”不能成怪圈，追星不能无底线
□特约评论员 高亮

某明星失德违法事件虽已“板上钉
钉”，并无争议，但网络上的非理性言论
依旧频现，有粉丝为其“辩白”，甚至不乏
极端且无底线的追星言论。这不仅挑战
社会的公序良俗，也让公众如何对待明
星，追什么样的星，以及新闻媒体引导公
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产生了思索。
网络上之所以依旧有人对某明星的

塌房事件进行“辩解”，诸如“又没睡粉”
之类的言论还在不断出现，一个直接原
因就在于该艺人的人设。某些粉丝可能
无法在一时间接受，一个此前被塑造得
近乎完美的人，怎么会忽然失德违法呢？
他们甚至会想“这不可能”“这有黑幕”。
从一个偶像巨星到忽然被拘的巨大落

差，他们难以接受。
可是，我们更应该思索这样的落差

是怎样造成的呢？说到底，是有些媒体特
别是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一手酿成。如果
媒体没有不停地在宣传报道中给这些艺
人塑造完美人设，如果社交媒体平台上
没有人为地给他们流量支持，会有这样
的结果吗？现实情况是，艺人背后往往存
在巨大的资本支持，这也是“饭圈”形成
的重要原因——— 有了流量，才能有关注
点，也才能赚取更多的钱。
公众特别是青少年需要自己的精神

偶像。但是，宣传什么，引导什么，提倡什
么，这是我们舆论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新闻媒体以及那些有着媒介功能的网
络平台，在对待这些明星的时候，首先要

做到的就是理性报道，而不能以追星的心
态去报道这些明星。如果一个记者在采访
明星的时候，抱着仰视的姿态、崇拜的心
态，怎么能够做到客观、理性报道呢？这些
年甚至出现记者不报道文化新闻事件，反
而报道明星给自己签了个名，并为此激动
不已。如此心态下的报道，如何引导公众
做到正确认知呢？此外，更有一些网络平
台为了吸引娱乐公司的广告投入，不惜以
“热搜”“榜单”之类的产品来博取眼球，这
样的舆论空间又是什么样子呢？
说到底，引导公众理性追星，不能靠

短期治理，而应绵绵用力，建立健康积极
的舆论空间。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副
教授，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

“理性追星”不能靠短期治理
□特约评论员 宋守山

话题征集

聚焦一周新闻热点事件，深度
思考，理性评述，百家争鸣，激浊扬
清。亲爱的读者，欢迎您参与“评论
区”的话题讨论，无论是微言片语
还是长篇大论，我们都期待您来一
吐为快。

邮箱：b a n d a o b i a n j i b u@
163 .com

□实习生 张洁

身为公众人物、坐拥千万粉
丝的李易峰多次违反法律，甚至
在被曝光劣行后还用谎言欺骗大
众。9月15日，随着李易峰微博账
号、“壹峰信”工作室及全球后援
会官方账号被封禁，一场闹剧暂
时平息，但是仍难消大家对于追
星乱象的质疑与反思。
其实，早在李易峰之前就已

经有不少艺人因违法失德行为
“翻车”。2021年年初，演员郑爽
因巨额偷逃税等劣迹被封杀；同
年8月，艺人吴亦凡涉嫌强奸罪
被依法逮捕……明星违法失德行
为给社会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
也让许多喜爱他们、以他们为榜
样的粉丝寒心。但直到现在，网上
仍有部分粉丝在偷偷支持这些劣
迹艺人，更有甚者商讨出组团“探
监”的荒唐言论。
笔者认为，对无底线追星，我

们应坚决予以抵制，应当探求追
星更深层次的意义，而不仅仅将
目光聚焦于那些明星表面的光鲜
亮丽上。
追星当仰高山。在泸定地震

灾区救援的人民子弟兵们，让无
数女孩从大山走进大学的张桂梅
校长，毕生致力于国人吃上饱饭
的袁隆平院士……这些都是我们
应当追的星。现在，很多人被娱乐
裹挟，盲目地进行偶像崇拜，正因
为此，我们更需要努力寻回失落
的人格信仰与尊崇，找到真正追
求的那颗“星”，而不是放任自己
走向个人崇拜的庸俗化与娱乐
化。
仰高山时莫忘行景行。“见贤

思齐焉”，偶像的力量激励我们向
善向上，尊崇什么样的人，便能成
就什么样的人生。李连杰把李小
龙当作偶像，他将中国功夫发扬
光大，通过银幕传向全世界；詹姆
斯从小崇拜乔丹，在这种力量的
推动下，他勤练球技，终成NBA著
名球星……追星的背后，是热爱、
是追随，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
反观那些违法失德的劣迹艺

人，让他们的粉丝陷入了自我怀
疑之中，甚至有粉丝为了所谓的
“偶像”做出违背良俗、破坏社会
秩序的极端事情。明星和粉丝之
间是平等的，追星不应被“爱”绑
架，不能把偶像变成高高在上的
“神”，在大数据和氪金的“内卷”
中迷失自我。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传媒
学院编辑出版学大三学生）

追星
当“仰高山、行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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