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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B站拿下春晚转播权#的词

条登上了微博热搜。

　　“不敢想到时候弹幕有多精彩”“弹

幕内容我已想好”……一些网友对弹幕

功能充满期待，认为它能带来“弹幕过

年”的新体验。不过，也有网友担忧弹

幕或引发矛盾，毕竟有人看不惯，可能

会觉得“吵”“乱”“低俗”。

　　这几年，弹幕悄然兴起，人们只要

追剧、刷视频，就免不了与之打交道。

对待弹幕的态度，则两极分化。有人从

偶尔打开，到专门来看，感叹“神评论比

剧情还精彩”；有人爱不起来，觉得“无

聊又挡画面”，坚决与之保持距离。

　　究竟弹幕为何而“飞”？我们又该

怎么“弹”？

一

　　弹幕，顾名思义，是像子弹一样弹

出的评论性文字和符号。一项面向全

国1 9 7 6 名大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

61.34%被调查者观看视频时经常选择开

启弹幕。弹幕类型不断丰富，起到了不

同的作用，正在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的

重要方式。

　　完善效果的“工具人”。一些弹幕

有着较强的功能性，对视频内容能起到

补充完善的作用。这类弹幕的“创作团

队”人才济济。

　　比如，“高能君”闪着“前方高能”“高

能预警”等弹幕，提醒大家即将出现刺激

性场景。“科普君”会从专业角度，讲解

视频中涉及的常识、规范等，帮助理解剧

情。“字幕君”会翻译“外语”视频，贴心

地将字幕一条条打在屏幕下方；还会补

充画面内容，如剧中出现“夜色好美”的

台词时，为夜空添加星星图案。

　　烘托情绪的“嘴替”。部分弹幕的存

在就是为了营造气氛、增添趣味性，“飞”

在视频画面中掀起一场文字狂欢。

　　比如，当影视剧的“名场面”出现时，

观众敲下“打卡”“啊啊啊”等，表达对经

典瞬间的高度认同与热烈反应。当跨年

晚会老歌旋律响起时，满屏的“爷青回”

“破防了”，抒发对往昔岁月的怀念。还

有，用“666”表示赞同，用“awsl”表达激

动……这类弹幕没什么实质内容，但能

起到渲染情绪、自娱自乐的效果。

　　诞生爆梗的“富矿”。网友针对视

频内容花式吐槽、恶搞，即兴创作的弹

幕，经常金句频出、造梗不断。

　　比如，《西游记》的弹幕里，八戒被

卷在席子里是“表演《卷猪帘》”，唐僧被

小蜘蛛精围困是“幼师现状+1”；《水浒

传》的弹幕里，“108位主角”引发魔幻穿

越，“刘姥姥风雪山神庙”“林黛玉倒拔

垂杨柳”……经创意改编、趣味解读，这

些脑洞大开的“神评论”往往比剧情还

精彩，甚至不少“热梗”从中诞生，像“臣

妾做不到啊”“yyds”“蓝瘦香菇”等，成

了风靡一时的网络流行语。

二

　　“弹幕这个东西，真的越看越上头”

“刚开始看不习惯，结果很快就‘真香’

了”……不少网友着了迷，从“围观”到

参与，自然而然地成为弹幕文化的一

员。究竟它的魅力何在？

　　“快乐就是最大的意义了”。有网

友说，“看剧情可能不需要弹幕，但看乐

子，可太需要弹幕了”。“梗”力十足的

弹幕打造了轻松愉悦的虚拟空间，人们

在这里释放压力、寻找乐趣：一方面，会

因别人一句有趣的评论笑得前仰后合；

另一方面，可以用幽默、调侃的方式参

与视频讨论，让自己的“灵光一闪”给他

人带来快乐。

　　“打破孤独，连接你我”。弹幕就像

家里的“赛博客厅”，天南海北的好友围

着电视插科打诨，主打一个陪伴。看视

频时，你开心，弹幕陪你笑；你感动，弹

幕陪你哭；你表白，弹幕替你说愿

意……弹幕的存在，证明屏幕背后有很

多网友在与你共看共享。它在虚拟的

网络世界里建立起情感连接，塑造了关

于“我们”的想象，大大消除了人们的孤

独感。

　　电子时代的“我手写我口”。在弹

幕的世界里，人们可以反“沉默的螺

旋”。无论是对剧情的看法、角色的评

价，还是对细节的发现，都能实时地自

由表达。这种即时性、碎片化和开放

性，很容易激发观众的表达欲，使其主

动参与，发表观点、输出感受、宣泄情

绪。同时，弹幕中的即时反馈，提供了

认同感，进一步鼓励人们创造弹幕。

　　“在云端偶遇知音同好”。今天的

大众语境里，弹幕好比一场云端的兰亭

雅聚，一场线上的推杯换盏，满足着人

们对社交的需求。

　　当弹幕发出的一瞬，“你就有机会

与无数陌生人一起，产生跨时空的共

鸣”。比如，那些有小众爱好的人，在相

关视频中看到“终于有人懂了”的弹幕，

感觉彼此距离被拉近，未曾谋面也能形

成兴趣圈子，产生集体归属感。又如，

追一部大片，看一场线上音乐会，人们

以弹幕对话的方式“在剧情高潮时呐

喊”“在乐章之间疯狂鼓掌”，彼此交流

呼应，寻求共情。

三

　　经过多年的引进吸收，弹幕已然从

一种“二次元”特有的亚文化走进公众

视野。到今天，它不仅是能带给受众网

感体验的重要元素，还逐渐成为一种新

的网络评论方式、大众网络文艺现象和

文化传播形式。

　　它像调味料，让看剧更有滋味的同

时，也在调剂我们的生活；它像“试金

石”，“弹幕互动量”正成为衡量文艺作

品是否受欢迎的指标之一；它还为热

剧、老剧提供新的解读视角，在它的加

持下，一些视频的内容实现了“二次传

播”，产生了超出视频本身的传播力。

　　弹幕所“飞”出的正向意义不少，但

“飞”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在网络匿名化的“保护”下，在弹幕

即时性特征的“推波”下，一些观众容易

情绪上头，在弹幕中发表不当言论，甚

至对他人进行言语攻击。这些话不仅

影响他人的观看体验，也污染了网络环

境，阻碍弹幕文化的健康发展。

　　有些弹幕同质化内容过多，会遮挡

画面，影响观赏效果，还掩盖了真正有

价值的弹幕。有些弹幕的内容“跑题”，

偏离视频本身的主题和内容，可能会干

扰其他人观赏，引发误解和反感。

　　“飞而不乱”，让弹幕文化良性发

展，还需多方发力。

　　平台要当好“把关人”。一方面，完

善审核机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

关键词过滤、语义分析等，对弹幕内容

进行实时监测，及时拦截不健康的发

言。另一方面，明确弹幕规则，对违规

者予以相应处罚。

　　用户要守好“底线”。弹幕作为一

种低门槛的创作，话语虽小，但也是网

络公共空间的一部分。网友要牢记网

络不是法外之地，做到理性发言，避免

情绪化表达，自觉维护弹幕的健康

生态。

　　监管方面，国家网信办已经明确，

弹幕是跟帖评论服务的一部分，将其纳

入规范管理的范围之中。

　　工具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如何使

用。对弹幕这一新生事物，我们既要看

到它的好，包容它的不足，去尊重去鼓

励；也要严格监管、正向引导。希望每

个参与者都能心怀善意地表达、互动，

让弹幕文化在网络世界“飞”得更高

更远。

(转自青岛宣传)

“弹”着看春晚？边看边刷 理性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