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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tual idols originated from the Japanese two-dimensional culture. The earliest virtual idols, such as A-SOUL girl group, Hatsune 
Miku, etc., hav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fans through music, animation and other forms.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echnology, the virtual idols have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the secondary field to the real world, forming a certain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rs and idols in the real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virtual idols have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simple	two-dimensional	image	to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expanding	from	a	single	music	field	to	film,	television,	games	
and	other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the	operation	mode	of	virtual	idols	is	also	constantly	innovated,	such	as	fan	economy,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etc.,	which	makes	the	influence	of	virtual	idols	continuously	exp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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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偶像 A-SOUL 女团的传播伦理困境研究
张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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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拟偶像起源于日本的二次元文化，最早的虚拟偶像如A-SOUL女团、初音未来等，通过音乐、动画等形式吸引了大量粉
丝。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虚拟偶像逐渐从二次元领域扩展到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明星、偶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
系。在发展过程中，虚拟偶像经历了从简单的二维形象到三维模型的转变，从单一的音乐领域拓展到影视、游戏等多个领
域。同时，虚拟偶像的运营模式也不断创新，如粉丝经济、跨界合作等，使得虚拟偶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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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虚拟偶像迅猛发展，从二次元文化逐渐拓展到

现实世界；从音乐领域再到影视、直播行业的火热出圈；以

及虚拟偶像 A-SOUL 女团宣扬的“永不塌房”到近期的休

眠停播，并暴露出其背后中之人的压迫。事件中，伦理问题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期为虚拟偶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未

来的可持续性提供有益的建议。

2 文献综述

2020 年以来，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出圈，雨后春笋般涌

现的虚拟偶像在国内逐渐打开市场，较知名的有字节跳动和

乐华娱乐推出的虚拟女团 A-SOUL、会“捉妖”的美妆达人

柳夜熙，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清华华智冰等。时下我国的虚

拟偶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唱跳演艺类如洛天依、A-SOUL

等；播音主持类，如央视的央小天和小小撒等；文博类，如

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艾雯雯”等；代言类，如屈晨曦、

翎 _Ling、星瞳等。尽管虚拟偶像的监管和法律政策仍然处

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迅猛发展，虚拟偶像

的肖像权、隐私权等侵权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威胁，而

且“擦边球”等低俗内容的存在也给相关治理带来了极大的

挑战。A-SOUL 作为新兴的虚拟偶像代表，以其为典型，研

究其中的新闻伦理困境及弥合之策，进而实现虚拟偶像行业

的良性健康发展。

3 虚拟偶像 A-SOUL 女团的传播特征

与传统的人物形象相比，虚拟偶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

们更加逼真、更具创造力，更容易被观众接受、认同。真人

偶像与粉丝是一种“中心—边缘”的关系。虚拟偶像与粉

丝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共创关系，粉丝的意见参与偶像的生

成，偶像是粉丝自我理想人格投射的“镜像”，从形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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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到价值观，都体现了粉丝的欲望。粉丝在与虚拟偶像的

互动中，共同塑造粉丝所追求的“镜中我”。

3.1 虚拟偶像：注入感情，倾情打造
虚拟偶像和真人偶像一样，实际上是贩卖“爱与崇拜”，

但“用爱发电”没那么容易。“要想维护虚拟偶像的持续性

运营，就要有源源不断的内容生产给消费者新鲜感和代入

感，否则消费者很容易失去消费热情，即使粉丝也会因厌倦

而脱粉。”上海纪录片学院副教授陈钢表示。A-SOUL 以一

己之力撑起了乐华的泛娱乐业务，吸金能力堪比乐华一哥王

一博，从中也能一窥虚拟偶像尤其是虚拟顶流偶像的美妙商

业前景。

3.2 中之人：满足想象，人设至上
中介者是掌握着虚构偶像们的技术、外观、性格特征

以及其他重要信息的隐藏者。与真实的艺术家不同，这些隐

藏者能够完全掌握这些艺术家的所有技能，并且能够通过这

些技能来支持这些艺术家的成长。虚构偶像是一种全新的、

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艺术表演，它打破传统观念，将艺术与实

际生活结合，通过数字化技术和视觉化手段，将艺术家和观

众联系起来，打造一个更加真实、更加贴近社会主流文化的

艺术表演。此外，它还拥有更高的市场价值和更多的投入机

遇。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投身虚构偶像们

的创业。2020 年 11 月，乐华娱乐与字节跳跃共同打造的第

一个互联网虚拟偶像团队 A-SOUL，为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并为其进行全面的内容规划和运营，同时也负责其所拥

有的音乐版权的维护。尽管字节跳跃的主要业务集中在抖音

APP，它仍在不断拓展其在影视领域的影响力，并且拥有

A-SOUL 的独家品牌授权。这使得它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来展

示 A-SOUL 的内涵，从而为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并且主

办方决心把这些活动、表演和在线交流融合到 B 站（哔哩

哔哩）和微博上，以便吸引更多的二次元粉丝，使他们能够

在 B 站的虚拟现实主播领域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受欢迎的

虚拟偶像。

3.3 粉丝：受邀追捧，填补情感空洞
随着“Z 世代”的发布，虚拟偶像迅速成为当今社会

的热门话题，它的诞生源自“Z 世代”的创始人，这些人拥

有超凡的视野，不仅可以融入传统的社会文化，还可以跨越

不同的社会阶级，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认知。根据 2021 年

的艾媒咨询调查结果，超过六成的虚拟偶像粉丝都热衷于玩

乐、看电影、参加综艺节目，而且在这方面，他们也拥抱了

一致的目标：A-SOUL，这个组合的成员都来自 B 站、微博、

贴吧等网络社区，在这里，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和交流与这些

虚拟偶像的故事。2020 年 12 月，“A-SOUL”的主持人嘉

然通过 B 站的演讲，展现了她超凡的技巧、勤奋的工作态度，

令观众深刻地意识到“A-SOUL”也具备了同样的潜质。此外，

“A-SOUL”的上映也吸引了许多粉丝加入。“一个魂”被

“A-SOUL”的粉丝们所熟知，他们的组合十分丰富，包括

御宅族、抽象嗨粉以及各种社交媒体用户。“一个魂”的粉

丝群体不仅拥有虚拟偶像的特征，还拥有“平权、去中心化”

的独特魅力，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活跃的交流，并且喜欢

购买各种周边产品。

4 虚拟偶像 A-SOUL 女团的传播伦理困境

近年来虚拟偶像迅猛发展，从二次元文化逐渐拓展到

现实世界；从音乐领域再到影视、直播行业的火热出圈；以

及虚拟偶像 A-SOUL 女团宣扬的“永不塌房”到近期的休

眠停播，并暴露出其背后中之人的压迫。在这次事件中，伦

理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期为虚拟偶像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和未来的可持续性提供有益的建议。

4.1 粉丝群体圈层窄化
粉丝群体的极端分布导致了一种集体崇拜和盲目迷恋，

这种现象在“沉默的螺旋”中被称为从众。这种现象背后的

原因是，由于人们害怕被社会排斥，他们不愿意把自己不

受欢迎的观点表达出来，只有那些被认为是适当的、可以在

公共场合发表的观点才能得到广泛接受。沉默螺旋效应在粉

丝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真实的偶像还是虚构的偶

像，都存在着一定的规律。以 A-SOUL 为例，当粉丝群体

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时，他们之间的心理暗示和情绪传播的

效果就更加明显，而当受到外部刺激的影响时，他们甚至可

能会出现不合理的集体行为。“黑转粉”是 A-SOUL 在 B

站发布通告的一个典型例子，当它刚刚发布时，VTB 粉丝

们强烈反对，甚至 B 站内的人也会抗议，因为他们认为这

种行为违反了 B 站的规定 [1]。目前，虚拟偶像在中国仍属

于小众爱好，很多人停留在不了解或仅听说过的程度。

4.2 虚拟偶像情感互动异化
虚构偶像明星与观众相互之间更多的是“拟社交交互”，

即想象的社交联系 [2]。然而，在不断深入的虚构交往下，观

众逐渐沉浸于迷恋与幻象中：一方面，虚构偶像明星的陪伴

性质迎合了人对此亲密的想象；另一方面，虚构偶像明星终

究是虚构人，它们缺乏由神经元和遍及周身的中枢神经系统

构成的思维的生物学基底，其所营造的是某种“欺骗性”的

“关系幻觉”，在与观众的交互中也常含有表演性。而在他

人创造的拟人际关系中，这些表演式的交互常常会让粉丝群

众生成“虚构偶像明星更具可操控性”的认识。这些意识在

迷群内进行知识生产与消费实际活动后，有发挥成过分的情

感认同进而导致病态妄想的危险性，最终形成恶劣的“虚拟

偶像饭圈社交文化”，如虚拟偶像被“开盒”（意即中之人

的个性隐私权披露）。虚构女团 A-SOUL 中五名组员的个

人资料在不同时代内被粉丝不同程度披露，即使于同集团另

一虚构女团 EOE 在“出道”仅 1 个月时，当中之人的个性

隐私权就已在粉丝社群内传播。虚构玩偶被“开盒”显示起

来的即粉丝群众关于虚构玩偶的想法达到偏执程度：当粉丝

将对虚构玩偶的热爱、崇拜等复杂情感转变为狂热、偏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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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时，其表露出的是追星模式的扩张化。

4.3 “娱乐至死”下文化传递失重
随着时代的发展，虚拟偶像的崛起为许多人带来了一

种脱离日常的乌托邦般的体验 [3]。然而，由于当今社会的繁

忙和日益沉重的工作负担，许多年轻人都面临着困惑和缺乏

人际关系的挑战。许多人加入了虚拟偶像的大军，并利用这

种新兴的技术将个性与象征融合 [4]。这些艺术家利用各种手

段，如改变角色、重新定义角色、重新构建角色等，将真实

的世界变得更加抽象，并且利用这种方法表达出自己的观

点，从而激发出更多的反思与讽刺。用户可以利用网络技术，

如播放音乐、浏览影片等，将自己的情绪释放到一个全新的

空间，从而摆脱现实生活的烦恼。网络技术为他们提供一个

可以放松心情、享受梦幻般的氛围，让他们可以轻松地融入

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虚拟世界里。然而，在虚拟偶像的麻痹

效果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被隐藏在真实世界之下的扭曲

形象，而这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相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虚拟偶像的价值被人们有意识地提升，但它们也带有越来越

多的娱乐性，如果持续下去，就可能对正面的舆论造成负面

影响。

5 虚拟偶像的“反塌房”弥合策略

5.1 去小众化：拓宽虚拟偶像受众群
未来，虚拟偶像可以超越单一的社会群体，拥抱新的

时代发展趋势，从而满足社会对其他形式的追捧。为此，“借

船出海”应该充分利用其独有的优势，通过跨界的互动，为

虚拟偶像提供定制的、具有创意的内容，以满足社会对其的

期望。通过推广 UGC、PGC、虚拟与真实的融合，我们希

望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社交网络，让更多的用户参与到内容的

创作中来。洛天依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他通过把自己从一

个普通的歌手变成一个真正的虚拟偶像，并成功地进入到各

大主流媒体的视野，并获得金鹰节的认可，也参加过 2021

年国家中部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晚会。

5.2 低商业化：重塑虚拟偶像产业链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正在努力建立独

特的 IP。这种 IP 的建立正在朝着更为复杂的方向演进，并

且不断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和实践，

我们希望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具有个性化的 IP。粉丝对于

虚拟偶像的热情支持为其提供了持久的影响力，从而促进了

符号的消费，并且也使得它们有机会被转化为实际的财富。

此外，随着融合媒体的普及，大量的投资者也会进行参股，

从而促进 IP 产品的市场化，提高它们的收益。鉴于目前我

们的虚拟偶像市场存在着严峻的竞争 [5]，建立独特的 IP 显

得尤为迫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应该将其业务范围拓

展到更多的领域，比如开展产品创新、版权交易和参与各种

社交活动。除了建立和维护客户关系，运营方还应该积极拓

展 IP 市场，充分挖掘潜力，并且努力将创意和娱乐元素融

入市场，以期达成让更多的用户参与，并从中获得更多的收

入的双赢局面。

5.3 少娱乐化：提高受众审美品位
虚拟偶像需要去娱乐化，打造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优质

视听内容以此提高受众审美品位。随着科技的发展 [6]，信息

的流动性和多样性日益增强。然而，由于泛娱乐化的影响，

低俗、庸俗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因此，虚拟偶像应该致力于

传播积极的价值观。目前，在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中，未成

年粉丝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年轻人的思维还处于发展阶

段，难以判断是非。为了让虚拟偶像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必须努力打造一个具有良好视听氛围的社区，以提升观

众的审美水准和文化修养。

6 结语

A-SOUL 等虚拟偶像，她们本质上与网红、偶像艺人

一样，都是一种“内容消费”。但由于近年国内偶像产业发

展停滞，网红、真人偶像负面新闻频出，让不少投资者望而

却步，这给了虚拟偶像发展的机遇。虚拟偶像的市场份额日

益增大，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变得愈发重要，但要想让虚拟偶

像在市场上取胜实现“永不塌房”的宣言，它们必须投入大

量的资源去制定有效的 IP，并且努力提升其内容质量，以

便获取持续的关注。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脱颖而出，成为一

个有价值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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