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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粗粗算来，我参与同人活动已经有七年多了。
这七年来，在现实的世界里，我完成了学业，由一个高中生变成了硕士；而在同人的世界里，我参与
了十来个同人圈子的活动，创作了不少同人作品，认识了许多朋友，与她们一起出版过同人志，还担
任过几个同人论坛的版主。
可以说，我喜欢甚至是热爱同人，它占据了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部分。
　　然而，这并不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
　　我写这本书的直接动机，是为了让外界对同人这种小众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作为一个曾经的参与者，我深知同人活动对处于课业重压和成长困惑中的青年人来说，具有多么重要
的意义。
为了让外界准确地了解同人活动，至少是不要误解同人活动，我开始了研究写作。
　　必须承认，要了解同人活动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同人圈本身具有排外性——参与者认
为这是小众文化，不希望被打搅和曝光。
在日常活动中，他们大量使用“行话”，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对活动地点加密，进入圈子需要通过认证
。
因此，要真正进入同人的世界颇为困难，也难怪在现实中普遍存在着让人啼笑皆非的误解。
不少人把同人参与者看成是“同性恋”，把同人作品当做淫秽色情的东西；有些媒体则以猎奇的心态
观察同人活动，在报道中不乏歪曲甚至有攻击参与者的言论；即使是一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和研究
结果中，也普遍表现出对同人基本概念的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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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人的世界》是研究中国内地“同人”现象的第一本专著。
所谓“同人”，是一些爱好者基于原作和原型所进行的种再创作活动。
而实际上，如今中国有数以千计的同人站点，有上百万的同人参与者，创作出了几十万项同人作品，
同人创作成为一种人们开始关注的当代文化现象。
　　本书在主要研究中国大陆地区同人活动的同时，择要介绍了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同人活动情况。
作者希望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读者可以全面了解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地区同人现象的源流、发展和
现状，因而对这种小众文化抱有更多的宽容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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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铮，女，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2007年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获化学硕士学位，现就读于美
国康奈尔大学。
自17岁起参与同人活动，创作过大量同人作品，出版过同人志，其作品在大陆和台湾同人圈中有一定
影响，曾担任过数个同人论坛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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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爱与萌　　第一节　因为爱，所以爱　　由于“再创作”的性质，同人作品通常不能够
出版赚钱，同人作者们的创作可以说完全无偿。
而且，由于同人本身是小众文化，读者群有限，同人作者想收获名声也不容易。
但是，同人作者们的创作热情却依然十分高涨，创作出的作品量相当惊人。
例如，围绕漫画《死神Bleach》进行活动的一个同人站点，在自成立开始的两年时间内，就有7000多
项同人作品，相当每天都有10部作品在站点上发表。
这并不是最极端的事例。
一些著名的同人站点，在短期内甚至每天会有上百项同人作品发布。
就个人而言，一个作者创作出上百项作品的情况也非鲜见。
那么，是什么促使同人作者在无名无利的情况下，投身到创作同人的活动中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听听同人作者自己的说法。
在某个网站上，曾有一次题为“诉诉同人作者的苦”的讨论。
发帖人是因为作品被读者批评而诉苦，并非说明为什么要进行同人创作。
但有意思的事情是，一开始虽然有附和者，但到了后来，讨论却“歪楼”了。
众多同人作者现身说法，表示同人创作非但苦中有乐，而且还乐胜于苦、乐在其中。
　　写同人作品“苦”在哪里？
依照这20多位同人作者所言，一是苦在不能出书，没有“前途”也没有“钱途”；二是读者数量有限
；三是写起来也不容易，要仔细揣摩形象、细心审查情节，最糟糕的是有时候还要挨读者骂——看起
来，这是相当吃力又不容易讨好的活。
　　尽管这么苦，同人作者们却还是乐此不疲，“照样写快活的写几万几万的码上去”，并且认为“
写文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同人时期”。
因为在他们看来，同人创作最重要的是能够表达对原作和人物的喜爱。
只要这个目的能够实现，任何辛苦都是值得的。
他们表示：　　“的确是‘写同人不但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是没有钱途的’⋯⋯但谁叫我喜欢他们两
只，现实他们是不可能的，就只好自己写了。
”　　“同人本来就是因为喜欢而写，和前途钱途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写了同人甚至不贴出来，只是
私下和一两个朋友交流一下也觉得很开心～～”　　“骂归骂，我就要写，再怎么骂也要写，不是为
了反骂，我喜欢，我写出来我的喜欢。
”　　“写同人是因为喜爱那个人物，单是能和他在文中交流就够高兴了，别人喜欢不过是锦上添花
而已。
”　　可见，想要表达对原作或原型的喜爱，是大多数同人作者创作同人作品的初衷。
这些作者把对人物的情感，注入自己创作的同人作品。
这种创作，是他们最能充分表达喜爱的一种方式。
　　同时，作者创作同人作品，也因为不想让原作的故事就此结束。
例如，作者“高桥羽介”谈到，自己写关于“高桥凉介”的同人作品，是为了要“继续展现他的风采
”：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人发扬下去！
我们要的就是让他继续出一在舞台上，继续以他独有的魅力倾倒万生。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写高桥凉介的同人？
（总算扯回来了⋯⋯就是因为我们崇敬凉介，我们喜欢看凉介怎样地潇洒走过每一道了槛每一盏路灯
。
我们把对他的情感注入我们的同人，于是我们继续对着屏幕看他的白色FC永无休止地跑在路上⋯⋯”
　　实际上，在《Project D》（动画《Initial D》第四季的名称）中高桥凉介已经成为车队的组织者，
几乎不再亲自上阵。
但像“高桥羽介”所说的那样，作者们还是希望在同人作品中，让“他的白色FC永无休止地跑在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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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让他们喜欢的人物继续活跃，在新自舞台上继续散发魅力。
　　而如果没有这种对原作、对人物的热忱，同人创作会是怎么样呢？
作者“00”提到，因为自己对于人物的喜爱不存在了，写同人作品就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
她甚至还因而想要退出圈子，放弃创作“只是觉得写同人痛苦得很，写着写着就觉得我究竟在写谁呢
， 我是还在喜欢他吗？
觉得以前单纯着快乐着的喜欢有点变质了。
想退出圈子了。
因为自己没有资格去喜欢了。
”　　综上所述，同人作者进行同人创作的最主要动机，是对被衍生的对象的喜爱。
他们通过创作同人作品，表达对于人物的美好情感，同时也将原作的故事不断地延续。
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作者们对于被衍生作品和人物的喜爱。
没有这种热情，他们不会进行同人创作。
在这个意义上，同人作品完全可以被称为“爱的产物”。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同人作者们的成果，如果没有读者的响应，难免寂寞。
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到同入网站去转转就知道，点击率成千上万、回帖几十篇上百篇的作品并不少见。
读者们欣赏同人作品的热情同样十分高涨。
　　对读者们来说，他们欣赏同人作品，主要也是因为对被衍生对象的喜爱。
例如，同人读者“适适”说，她看同人作品，是因为喜欢某个人物。
作为“樱木花道”（日本漫匦《灌篮高手》主角）的迷，她“喜欢花道，所以想看花道的故事，不论
悲喜”。
她在意的并不是故事本身，只关心这个故事与她所喜欢的人物是否相关。
　　类似地，在同人作品中，读者也可以看到他们喜欢的人物继续展现风采。
这是一种看“原创小说得不到的乐趣”。
　　“同人像是一篇超长无比的连续剧，因为不想看到结局而永远流传下去的故事。
一群球手在篮球场上的故事暂告一个段落，可是不舍得他们，想看他们的将来过去前世今生。
”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读者并不会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与喜欢的对象相关的同人作品。
他们希望从同人作品中，也能看到作者对这个人物的爱。
读者“伊儿”在批评某篇同人作品时，就表示看不出作者对人物的爱在哪里：　　“写真人丈（笔者
注：即围绕着原型的同人）也好，写衍生丈（笔者注：即围绕着原作的同人）也好，除了丰富的想象
力，除了对人物的把握，更要有对笔下人物的爱。
但是可惜的是我没有从作者大人你的文里看出来你的爱。
也许你说了你的爱是你自己的感受，不是我们说没有就没有的，但是从你的文里看来，我的感受⋯⋯
套用一下就是我看不出一个这样侮辱声优（笔者注：即配音演员）破坏声优形象的人会对他有爱，没
有就是没有爱，不是你说有就有的。
”　　可见，读者想看到的同人作品，除了丰富想象力和对人物的把握之外，还要有对笔下人物的喜
爱。
这种喜爱，读者能够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出来到底存在与否。
如果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没有对笔下人物的爱，这样的作品就不会被接受。
　　在爱以外，也有一些参与者出于其他的因素而参与同人活动。
一种常见的现象是“报复性创作”，作者刻意在同人作品中贬低、虐待讨厌的人物和事物，发泄情绪
。
还有的作者是为了提高人气、牟取利益而创作。
他们借创作热门同人为跳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之后，把同人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换掉，改成原创小说
去出版。
如一位同人作者所说：　　“我也是写同人的，承认绝大多数人写同人是因为爱着那些人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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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上绝对有为恶心人而写‘文’的人！
就我所知，为报复或者提高人气而写同人的也远不止一个两个。
”　　还有部分低龄的参与者，认为“同人”是非常时尚的“非主流”，因而乐于参与同人活动。
　　尽管存在例外，但就总体而言，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参与同人活动的最主要原因，是“爱”某
特定的作品或人物。
因此，有人把同人参与者当作是“粉丝”　　“同人作者，首先是个FAN，然后才是作者，所以同人
作品的读者，也应该首先是个FAN，其次才是读者。
”　　的确，没有对原作、对人物的喜爱，不是原作的、人物的Fan，就不会有同人。
然而，正是这些特殊的“粉丝”，通过同人活动，让原作的故事得以延伸，让原作或原型人物的活动
范围不断扩展。
　　“爱”是同人参与者参与活动的主要动机，但并不是说有爱就有同人。
比如说，周恩来总理非常受同人参与者们的爱戴，但关于周总理的同人作品却极其罕见。
经过对同人参与者们的活动情况分析，笔者认为，除了爱，还有一个推动同人参与者的再创作活动的
要素，这就是所谓的“萌”。
　　在同人活动中，参与者经常使用“萌”这个词。
比如说，“某某很葫”“最近在萌魔戒”等等。
他们“萌”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作品、人物、人物间的关系、特定的情节、场景和话语。
以《三国演义》为例，同人参与者可以萌周瑜，也可以萌孙策和周瑜间的情谊，还可以萌群英会，甚
至萌周瑜舞剑时的“狂吟”等。
那么，究竟什么是“萌”呢？
　　从词源上来说，“萌”源自日语“萌元”，意指极度喜爱。
它的源头是日本的AcG（动漫游戏）界。
据动漫爱好者所述，其本意是指男性读者在看到美少女角色时，产生一种热血沸腾的精神状态。
他们认为，“萌”相当于“知好色而慕少艾”，是对有吸引力的异性产生的情感悸动。
但在同人圈这个范畴中，“萌”的含义却有所不同。
　　在性质上，参与者普遍地认为，萌是一种内心的感觉。
他们用“感兴趣”“很愉悦”“怦然心动”“冲动和热爱”等一系列表示好感的词汇，来形容这种感
觉。
此外，萌往往还伴随着某些同人式的想象：　　“有了这种感觉之后，会在脑里想被我萌到的角色的
情节，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他或她的资料，也会有一些二次创作式的想象出现。
”　　而且，这些同人式的想象往往是以萌的对象为中心的。
　　萌导致的结果则是高度一致的。
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在萌了之后，他们会进行各种同人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YY（想象）、找同人作品、创作同人作品、找同好交流讨论等。
例如，参与者“J”说，“萌了后就会四处搜同人文看，自己也会写，在论坛里跟同好一起来讨论”。
而同人活动的中心，则是让他们产生萌的感觉的对象。
　　综合这两点来看，“萌”是一种独特的激情，它能够促使参与者进行同人活动。
因此，本书对“萌”的定义是，推动参与者进行同人活动的一种审美心理。
“萌”也可以活用作动词或形容词。
　　萌带有明确的审美情趣的指向性。
一般说来，被萌的对象必须具有让参与者们萌的要素，也就是有所谓的“萌点”。
萌点可以是外貌特征，性格特点，特定的设定、情节、场景等诸多要素。
具体来说，例如金发碧眼、温文尔雅、青梅竹马的关系、一见钟情的桥段等等，都属于萌点。
对参与者们来说，萌点往往是相对固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审美情趣。
在调查中，95％的参与者们表示，自己会萌上某些特定类型的作品或人物。
有参与者说，“我喜欢的角色是有点共性的，比较狠辣，对人对已都是，敢作敢当，敢爱敢恨，嚣张
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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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种性格就是他的萌点，符合他对角色的审要求。
而具有这种性格的角色，往往就会成为这个参与者萌的对象，进一步成为他同人活动的中心。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参与者的萌点都是独特的。
因此，与者们角度不同的萌，就造成了同人活动和同人作品的个性化。
管如此，怎样的作品或人物才够萌，还是有一些一般规律。
　　能让参与者们萌的作品，通常要有吸引力和出色的情节，还要下足够的想象空间。
同人本身就是在原作或原型的基础上，由参者们发挥想象力进行的再创作。
因此，如果原作填得太满，故事太过完整，同人作者们找不到什么切入点，就会觉得无趣。
有参与者提到，原作让他们“萌”的重要原因是留白：　　“有时候一切尽在不言中，只有几个字，
大片留白非常有韵味。
”　　反之，如果原作或原型不给参与者们留下想象的余地，就可出现“萌不起来”的状况”。
例如，受访者“小九”说，尽管她非常喜欢《篮高手》中的人物“宫城”，但由于原作者已经为他“
钦定”了女友，“没有YY的余地，于是就萌不起来了”。
　　如果是人物，一般需要有突出的性格和出彩的外表。
人物形象是否正面，往往不在同人参与者考虑之列，坏得有个性的反派一样有很多人萌。
受到冷落的通常是朴素无华的陪衬角色、没有个性的人物或令人厌恶的形象。
在一篇《圣斗士星矢》同人作品里，作者借人物之口提到了这一现象。
其中，外形俊朗个性鲜明的人物“卡妙”对自己“总”出现在各种同人恋爱故事中表示了极度的不满
：　　“我说别总让我莫名其妙受伤无缘无故死亡死心塌地暗恋苦恋单恋客串兼职第三者你们愿意吗
？
我说我的人生目标崇高暂时不想谈恋爱你们同意吗？
”　　尽管在原作中，卡妙根本就没恋爱过，但还是成为同人作者们的关注重点。
和帅气的卡妙恰成对比，长相朴实的大块头“亚尔迪”则几乎无人问津：　　“我的心愿？
⋯⋯如果有人愿意写，就写我和那个送花的小姑娘吧⋯⋯”　　可见，越能够满足参与者审美需求的
人物，就越容易成为萌的对象。
　　而如果是人物间的关系，则需要有人物之间较强的“气场”。
也就是说，人物之间需要有互动性强的，便于参与者们生发想象的感觉、场面和情节。
也有同人参与者称之为“原作基础”或者“原作交集”。
如果原作基础雄厚，原作交集较多，这些人物问的关系就会有更多的入“萌”。
　　但是，有萌点，并不一定就能够让人萌。
如果有萌点的对象，超越了同人参与者的萌的底线，如一些受人景仰的伟大人物，或者参与者的亲朋
好友，即使符合萌点，也不容易引起萌的情绪。
　　在萌的作用下，无论是一般的爱好者，还是同人活动的参与者，都会对原作或原型产生相当的狂
热。
他们可能会成为作品和人物的忠实粉丝，并且成为周边产品的稳定消费者。
因此，将萌点引入商业作品，以有效抓住眼球、迅速积累人气，就成为十分常见的现象。
日本的ACG商业作品，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系统化的萌体系。
商业作品中会刻意添加各种类型的萌点，以吸引更多口味不同的受众。
比如游戏《心跳回忆》，为男主角安排了13名“萌点”不同的女主角，方便爱好者各取所好。
　　有时候，商家设置的萌点，除了满足一般的爱好者外，还会有迎合同人参与者的倾向。
参与者自发进行的同人活动，往往相当于对作品和人物的免费宣传和推广。
于是，一些商家在商业作品里，安排满足同人参与者需要的萌点，像角色之间的暖昧互动或深刻羁绊
等。
在日韩、台湾乃至大陆娱乐圈中，则有一种包装同性艺人间的暧昧关系（所谓“王道”）的手法，刻
意地为粉丝，特别是有同人倾向的粉丝提供“关系”这个萌点。
而其效果，既能满足粉丝们的心理需求，也能够赚取更多的注目和人气。
像07年的选秀中，天涯网站上几个与“王道”有关的帖子，点击量普遍达到一二百万，人气与普通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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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为偶像打造的帖子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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