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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介时代,虚拟偶像热度与日俱增,其粉丝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网络亚文化圈子。论文以日本虚

拟偶像“初音未来”的青年粉丝群体为个案研究其崇拜动机,探析了后亚文化视域下该群体的符号消费

与模因传播活动反映了当代互联网原住民的何种心理诉求。一方面,对虚拟偶像进行符号消费是新时代

青年人建构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在实践虚拟偶像的参与式文化过程中该群体的部分现实精

神需求可以在接触新型偶像与构建拟社会关系中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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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ship motivation of virtual idol youth fan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sub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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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era, the popularity of virtual idol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ir fans have 

gradually formed corresponding online subculture circles. This paper takes the young fan group of Japan virtual 

idol "Hatsune Miku" as a case study to study its worship motivation, and explores what kind of psychological 

demands of contemporary Internet natives reflected by the symbolic consumption and memetic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this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subculture. On the one hand, symbolic consumption of 

virtual idols is a way for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to 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ing the participatory culture of virtual idols, part of the practical spiritual needs of this group 

can be satisfied in contacting new idols and constructing pseudo-social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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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偶像“初音未来”是日本 大音声制作和音乐软件公

司---克里普顿未来媒体公司(Crypton Future Media)推出的以

雅马哈(YAMAHA)的语音合成引擎VOCALOID软件为基础 发的虚

拟歌手软件,于2007年8月31日发售。“初音未来”是目前全世界

影响力 大的虚拟偶像。出道12年 ,借由3D全息摄影

(holographic),“初音未来”的演唱会风靡日本、中国、美国、

新加坡、泰国、印尼、墨西哥等世界各地。拥有国内 多“二

次元”用户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前身即为“Miku fans”,

直译即为“初音粉丝”,同时,“初音未来”占据日本 大的

同人绘图网站“pixiv”自2007年年诞生至今每年的绘图量

首榜。 

爱奇艺全国创意策划中心2019年发布的《虚拟偶像观察报

告》指出,Z时代的用户群体(15岁-24岁的95后群体)正逐渐成为

中国互联网的中坚力量,群体规模接近2.5 亿,占整体网民数量

的52%。可见虚拟偶像的核心受众是互联网原住民,也就是出生

于1995-2009年的Z世代的青年们。以“初音未来”为首的虚拟

偶像在青年群体中受到高度关注与追捧,其粉丝群体逐渐形成

相应的网络亚文化圈子,并且积极消费与产出文化产品。 

后亚文化研究强调青年文化的流动性、多变性和混杂性,

高扬媒介在青年亚文化形成发展中的正向功用,注重从消费逻

辑中探寻青年亚文化所包含的娱乐性和自我身份认同[1]。结合

当下全球进入数字化全媒体的时代背景,后亚文化理论可以作

为研究Z世代群体对于虚拟偶像崇拜行为的参考。 

1 虚拟偶像粉丝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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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青年人从“亚文化”圈到“初音”圈的决策 

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们生活在技术浪潮的 前

沿,在社交媒体上融入圈子成为他们建构身份认同的常见方式。

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

聚合[4]。亚文化圈子是基于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空间互动而产生

的超出传统圈子关系的一类圈子,青年人加入网络亚文化圈子

并在其中积极活动,通过构建与其他群体明显的文化边界来满

足个体身为圈子成员的身份认同需求。 

按照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由三个基本历程组成：类化

(categoriz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比较(comparison)。

类化指人们将自己编入某一社群,认同是认为自己拥有该社群

成员的普遍特征,比较是评价自己认同的社群相对于其他社群

的优劣、地位和声誉。通过这三个历程,人们抬高自己的身价和

自尊[5]。青年人选择加入亚文化圈迷恋虚拟偶像,对其文化产品

进行消费与产出、追逐并传播其中文化模因,契合了社会认同中

类化与认同的两个阶段。 

青年人在诸多虚拟偶像中对追随对象的选择完成社会认同

的第三阶段。自初音未来诞生后的十多年里,随着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虚拟偶像诞生以供消费者选择,然而初音未来至今

仍保持着超高的热度,占据虚拟偶像影响力首榜。虽然网络中的

圈子不一定都具有组织那样的资源,但某些圈子也会因自己的

名声而拥有更多获得社会资源的潜力,甚至有些圈子相对其他

同类圈子具有更多的权力。因此,如果个体能进入某些有影响力

的圈子,就有可能搭上这些圈子的便车[4]。也有学者指出,对二

次元知识量的积累程度,决定了粉丝在社群中的地位[6]。“初音

未来”的粉丝圈即为在虚拟偶像粉丝圈中具有“元老”地位的

圈子,“初音未来”作为虚拟偶像本身的现象级热度带给其粉

丝群体优于其他虚拟偶像粉丝群体的文化资本,令其粉丝群

体在“比较”环节获得更高的自我评价。因而青年人从亚文

化圈到进入初音圈的选择是基于自身寻求社会认同的需求的

决策结果。 

1.2自带关系属性的文化模因对粉丝的反哺 

虚拟偶像是一种自带关系的新型传播媒介,是人类强关系

的延伸。虚拟偶像为内容增加了关系属性,让内容在部分受众中

更容易被关注和认可,更具影响力。借助虚拟偶像的影响力,内

容和产品能够更快速地进入目标受众群体[3]。而虚拟偶像具有

粉丝参与式文化的特点,粉丝拥有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多重身份。

因而对于草根能力型粉丝,创作门槛低有自带关系属性的虚拟

偶像给其作品所附加的“光环”属性可以帮助其作品被更多受

众看见,增加了其作品被认可的概率。一首歌曲被草根作者以个

人形式发布和被人气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唱出来所获得的曝

光量与认可度的差距是巨大的,有学者指出,能力型粉丝可以借

助产出虚拟偶像相关内容实现自我价值,甚至完成从粉丝到偶

像型粉丝的价值蜕变[7]。这种粉丝群体的反哺是具有UCG特质的

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的崇拜动机之一。 

2 虚拟偶像粉丝群体精神需求的满足 

2.1审美取向：“电视人”的技术猎奇 

日本学者林雄二郎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电视人”在

电视媒介的诞生和普及环境中成长起来,其社会化过程受到电

视媒介的巨大影响。他们在电视画面和声音的刺激中,强化感觉

系统,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8]。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电视人”

相比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父辈,对于感官刺激的审

美猎奇心态更为显著。虚拟偶像作为新时代由技术进步赋能的

新型偶像,融合多项高端先进技术且随着科技发展不断迭代升

级,其带来的各项感官刺激是丰富且多样化的,甚至可以带来打

破“次元壁”的体验,“初音未来”演唱会所运用的全息投影技

术(front-projected holographic display)便带给观众让虚

拟人物站在面前的新奇体验。有学者认为对数字技术塑造的

新偶像的好奇与新鲜感和感官体验虚拟技术引发的新奇感官

体验[9],是青年粉丝群体产生的虚拟偶像崇拜行为动机之一,技

术猎奇满足了“电视人”的审美需求。 

2.2情感投射：应援虚拟偶像也是应援自己 

虚拟偶像的官方人物设定往往留有大量空间给粉丝想象,

“初音未来”的官方设定仅有形象设定、身高、年龄这类基础

信息,并且官方也支持粉丝对其外形进行二次创作。粉丝可以尽

情地在虚拟偶像身上投射自己对“初音未来”的想象,制造属于

自己心中专属于自己、完全符合自己期待的“完美偶像”。虚拟

偶像再现了粉丝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与审美,粉丝个体借由对

虚拟偶像的表白达成了自我认同,应援虚拟偶像,也是在应援自

己[2]。并且由于“初音未来”的歌曲也是由粉丝群体创作,因而

其风格类型多变且各有特色,歌曲受众与由“初音未来”特有的

电子声线“演唱”出的不同的歌曲中蕴含的创作者的思想情感

产生情感共鸣后,更会拉近其与其心中所想的“初音未来”的心

理距离,也加深了其对虚拟偶像进行理想自我的投射心理。因而,

青年粉丝群体对虚拟偶像的崇拜动机受其参与式文化的影响,

一个不会“塌房”,可以一定程度上粉丝自由意志所操控的偶像

可以吸引广大青年人关注乃至追捧。 

2.3现实补偿：数字原住民的避风港 

教育游戏专家Marc Prensky于2001年首次提出“数字原住

民”概念,将那些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称作“数字原住

民”[10]。当代青年人作为数字原住民,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受到

挫折时会从网络中的拟社会关系中寻求心理补偿。有学者对社

交媒体与青少年的友谊、孤独感和归属感的关系进行研究,发

现对那些对面对面的互动感到为难的年轻人来说,通过社交

媒体来建立友谊更有价值[11],在面对面的社会环境中与同伴

疏远的青少年可能花更多时间在网上和虚拟关系上,以满足

他们的对同伴团体联系的需求[12]。“初音未来”的圈子中的粉

丝成员共建了一套符码以供互动,如只有圈内人知道的“梗”、

行话、行为准则等,比如“初音未来”的 “葱娘”、“世界第

一公主殿下”等昵称,粉丝成员在使用并遵守这套特定且共同

的符号象征体系时享受到社群的归属感,在团结地建立文化

边界的过程中缓解个体的社交性孤独感。对于部分青年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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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虚拟偶像粉丝群体是其建立网络社交关系以补偿现实情

感需求缺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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