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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文学IP剧因其自带的网络属性和对青年受众的审美迎合而呈现出独特的青年亚文化风格，其风格承

载了青年群体的感官情绪与精神需求，以个性化、娱乐性及颠覆性为特点为青年群体表达自我、建构认

同提供了途径。但随之在网络空间的传播热潮日渐迅猛，其弊端也不断显现。在商业逻辑的驱使下，为

了获取“眼球经济”，部分网络文学IP剧开始更加注重对表层信息及感官刺激的强调，而由于主创团队

和技术等的良莠不齐，也导致了其内容质量的参差不齐。如此等一系列问题摆在眼前，不得不令人思考，

如何保证其内容质量能够使受众满意，如何对其中的亚文化表达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才是目前首要应

当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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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its own network attribute and its aesthetic appeal to young audiences, Internet litera-
ture IP dramas present a unique youth-subcultural style. Its style bears the sensory emotions and 
spiritual needs of young people, and provides a way for young peop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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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an identit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ization, entertainment and subversion. How-
ever, with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upsurge in cyberspace, its disadvantages also continue to emerge. 
Driven by business logic, in order to obtain an “eyeball economy”, some online literature IP dramas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mphasis on surface information and sensory stimulation. How-
ever, due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od and the bad of the main creative team and technology, 
the quality of its content was also uneven. Such a series of problems are in front of us, and we have 
to think about how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its content can satisfy the audience, and how to 
correctly guide the value of its subcultural expression, which is the first problem to be solved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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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年亚文化视域下网络文学 IP 剧热播现象存在的问题 

1.1. “全球脑”下的题材同质化 

彼得·鲁塞尔 1983 年在《全球脑》中提到：全球的人们因为网络的使用而最终变成了共同拥有一个

大脑，这意味着储存在电脑和网络中的信息和知识将阻碍着人类的智力发展，也将同时影响着人类的感

官体验和精神体验。由于网络环境的相对开放与自由，创作条件和限制相对于宽松，加之网络审查难度

大、漏洞多，追责不易，使得部分网络文学作者有机可乘，甚至无视体制规定，利用手中键盘在网络平

台上获得一种无管制的、非限定性的“书写狂欢”。他们通常以颠覆传统、抛弃伦理为旨趣，作品也常

以戏谑的形态出现，但是这种“狂欢”往往也会受到网络文学集体趋同意识的影响，看似拥有丰富的题

材类型和花样百出的文体形式，但最终呈现给受众的仍是千篇一律的内涵个性，不仅没有带来新的意义

与价值的建立，反而丧失了原本的意义。这不仅是网络文学的致命伤，也是当下市场中大部分网络文学

IP 剧的致命伤。 
对于网络文学 IP 剧来说，网络文学文本是其焕发活力的生命之源。近年来，随着 IP 开发热潮以及

青年亚文化在网络文学 IP 剧市场中的生长势头越发迅猛，“唯 IP 论”的理念开始在影视剧市场中流行

了起来，导致更多商业资本将这一领域视为利益争夺的“蛋糕”[1]。各家影视公司“跑马圈地”式的版

权购买行为一时之间将文学网站中的头部 IP 抢购一空，甚至部分作品在未完结的时候就被抢先预定和开

发。如此大规模的“IP 争夺战”所带来的结果便是，网络文学 IP 库存的大量空缺倒逼着网络文学作者在

短时间内创作出新的作品以供更多影视公司的购买和开发。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文学作者的原创生产力

被大幅度地透支，以至于无法在作品的逻辑架构和故事情节等方面进行深入构思和潜心创作。于是，他

们便开始了“省时省力”的套路化制作与模板化呈现。 
此外，影视制作公司为了降低改编风险，保证市场收益，往往在某一类题材取得不错的成绩后蜂拥

而上，使得影视市场出现“一种类型剧爆红，数种同类型剧扎堆”的状况。如此，剧作同质化现象日趋

严重。而题材的相似便间接导致了剧情、服装、场景、人设等方面的相似，例如同属于宫斗题材的改编

剧《甄嬛传》与《延禧攻略》都讲述了一个地位低微的女子在皇宫内被逼迫成长、争夺权势的故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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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中，她们都曾“巧妙”地与皇帝相遇，但在最初往往心系他人，在经历过小人陷害、朋友离世，

扳倒背景深厚的贵妃，最终走上高位。但因为剧情和人设的高度相似，《延禧攻略》也被网友们吐槽是

低配版的《甄嬛传》。因此，在如今诸多题材交相辉映、青年亚文化热潮不退的影视市场中，如何彰显

其独特的精神内涵与价值，才是未来网络文学 IP 剧制作方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1.2. 差质量下的“使用不满足” 

因投入的资金有限或技术缺陷等原因，网络文学 IP 剧的质量问题一直为不少受众甚至是业内人士所

诟病。无论是在前期的剧本改编、服化道准备、剧集拍摄以及后期剪辑制作，还是在演员的演绎、导演

与制片的审美等方面，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会影响网络文学 IP 剧的最终视听效果呈现[2]。如

若制作水平存在短板，那么网络文学 IP 剧的艺术价值与观赏价值也将被大打折扣。在以玄幻题材为代表

的网络文学 IP 剧中，“5 毛钱特效”是受众对其特效制作最多的评价，而除此之外，剧本“魔改”、演

员不敬业、专业知识不足等均是影响网络文学 IP 剧质量的几大“罪魁祸首”。例如改编自作者风弄同名

小说的电视剧《孤芳不自赏》一开播就承包了网友们的槽点，不仅主演的演技空洞且尴尬，整部剧大篇

幅利用“抠图”技术完成的情节更是令人频频出戏，无独有偶，改编自蒋胜男同名小说的电视剧《燕云

台》也因为陷入了“抠图”风波被指严重翻车，女主的“傻白甜”人设和“老套”的剧情同样被嘲“味

同嚼蜡”。 
另外，网络文学 IP 剧中青年亚文化的呈现通常以颠覆传统、对抗权威、彰显个性为旨趣，这也是它

吸引受众目光、满足受众喜好的特质。但若在实践中无法精准地把握对青年亚文化特质的应用“底线”，

便会出现专业性不足、艺术性迷失等问题。例如，在以中国古代清朝时期为背景的“大女主”类型剧《延

禧攻略》中，女主“魏璎珞”在规矩繁多、地位尊卑差异明显的宫廷之内，不仅丝毫未见其收敛自己的

火爆个性，更是敢毫无顾及地顶撞皇帝，可谓是“毫无尊卑规矩可言”。这种过于强势的人设设定虽是

让不少观众大呼过瘾，但却与注重礼仪、恪守尊卑的历史常理严重不符，也是对历史事实极为不尊重的

表现[3]。此外，其白话文般台词，过于现代化的表述以及过于理想化的帝王爱情故事都是娱乐化的产物，

它们削平了厚重的历史底蕴，背离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其说它是一部古装宫廷剧，更不如说是一部披

着古装剧“外衣”的偶像剧。 
互联网时代，接连不断产出的文化消费品往往令受众目不暇接，而那些传播热潮经久不退的“现象

级”IP 剧必然因其某些特质而令受众的某些需求得到满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内容和制作的质量问

题，而这同样也是当下网络文学 IP 剧市场理应面对和重视的首要的问题[4]。 

1.3. 窄众模式下的“圈地自萌” 

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剧目的话语权日渐加大，在这一趋势下，网络文学 IP 剧凭借着极具网感的“爽

文化”内容、个性鲜明的人设和抵抗性意味，轻松击中受众的内心，为他们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和精神

满足。网络文学 IP 剧将青年亚文化带入了大众视野，而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也为青年群体创造了属于他们

的独立社区，他们接触媒介并在其中与亚文化同好共同讨论、分享、传播网络文学 IP 剧的剧情、人设、

场景等各类信息看作是一种“狂欢仪式”，加入社区便需要遵循“仪式”。 
但是这种“狂欢”的“全民性”则是一种割裂的“全民性”，青年群体以他们独特的话语体系建构

了一个看似人人都能够进入，实则遍布着青年亚文化语境的“文化广场”，他们在其中与具备相同爱好

的人交流、讨论，主动地与他们的长辈或其他“圈外人”以及社会的主流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呈现

出“圈地自萌”的特点[5]。 
“圈地自萌”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自知之明”，代表着一种矛盾共存模式，即互联网的交流并非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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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己，而应当尊重差异。但现如今，它越来越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了。互联网看似赋予了人们更

多自由发声的机会，但这种自由却并未带来更多的宽容与理解，网络将人们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

注重自我意识与个人利益得失。由此，观点的分歧往往也是不能够被容忍的，这样一来导致的后果便是

助长了更多的封闭与对立情绪。即便互联网为亚文化的生长、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亚文化同好

提供了群体归属地，但这种“抱团取暖”的亚文化团体往往也会因其追随者日渐浓烈的热爱情绪，以及

他们在源源不断地对周围同好的观点进行强化的过程中滋生偏激心理。而越是小众的文化社区，他们的

排外情绪就越强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得上是小众群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这种机制却也带

来了更多的偏激和对立。在网络文学 IP 剧的领域里，这种现象则多出现在不同剧作的粉丝圈以及演员的

个人粉丝圈中，由于处于竞争关系，以保护“自家”为目的的粉丝群体往往会将出言攻击、谩骂竞争对

手，甚至滥用举报等公权力手段对其进行“降维打压”作为粉丝群体为“自家”争取更多的市场机会的

常用方式，而如此一来，这种偏激情绪日渐激化，将成为网络文学 IP 剧传播过程中的“毒瘤”，使其在

“小众”甚至是“窄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4. 商业逻辑下的“娱乐至死” 

在互联网仍未步入人们生活的时代里，文字是记录、表达信息并使之传播久远的重要工具，它的存

在使人类进入了拥有着厚重历史、充斥着严肃秩序的文明社会。此时的书写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即将无

法流传的时空影像转码为视觉可见且能够长久保存的符号系统。因此，它在言语的表述、逻辑的梳理以

及融入的思想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要求，其文章也多以“文以载道”为己任，注重理性思考与文化知识

传承；而当今社会，多媒体技术利用时空影像记录的方式将文字书写取而代之，在为受众提供多维度视

听盛宴的同时，感官以及精神上的双重刺激所带来的快感使得一切信息都被注入了娱乐因子，以碎片化、

缺乏条理性和逻辑性等特点呈现在受众眼前[6]。这一类信息的接收不再具备门槛，更符合人性的底层需

求，却也令受众逐渐放弃了主动思考的能力。作为互联网产品的网络文学 IP 剧必然沾染着娱乐属性，而

娱乐属性不仅是抓取青年受众群体“眼球”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同样也是青年亚文化风格的重要表征。

青年亚文化以反叛、猎奇、夸张、讽刺等特性在网络和现实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7]，这对媒体与

资本家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多种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频繁利用青年亚文化元素，将其转化为消费

主义符号，在赢得“注意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地推动了青年亚文化的流行。这种流行在以收购“注意

力”、售卖商品为根本目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中便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资本家开始利用青年亚文化

为其牟利。在网络文学 IP 剧中，则表现为“过度娱乐化”的内容与话语表达以及“狂欢化”的传播热潮。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

一种文化精神”，而明显的是，互联网就是这样的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

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就是人们成为了

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8]。在海量信息的互联网空间中，人们对于文化商品的消费仅限于即时快感的

获取和单纯的精神娱乐，因此，谁能够最大限度地抓取受众的注意力，谁便赢得了最大的经济效益。在

这种新型消费模式的驱使下，网络文学 IP 剧为了迎合青年群体的审美口味和情感倾向，颠覆传统，放大

内容中的娱乐元素，甚至任意添加具有感官刺激性的内容以掠夺受众的注意力，从而获得其持续关注。

以《太子妃升职记》为例，奇特的“性别互换”和“时空穿越”情节，怪异的服装、造型与场景，以及

对部分低俗内容的暧昧式表达，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大杂烩”式的猎奇审美快感。但就是这样一种奇特

的、缺乏文化价值的网络文学 IP 剧却在播出时引发了相当高的热度，甚至能够称之为“现象级”IP 剧。

长此以往，不免令人担心受众将会因此陷入审美异化的危机中去。 
青年亚文化的娱乐性和去权威性为青年群体提供了解放自我的途径，网络文学 IP 剧将青年亚文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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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众视野，在网络空间的裂变式传播中，从众心理使得更多的青年群体成为亚文化的追随者，他们在

网络平台上宣泄自我、建构认同，其行动逐渐演变为一种集体式狂欢，进一步加剧了网络文学 IP 剧对娱

乐性的追求[9]。这在本质上与真正的娱乐精神相背离，如果受众长期受到异化审美的诱导，沉溺于“娱

乐至上”的影像世界，只追求事物的表象，而忽略了其内涵和深度，不仅无法得到审美的提高及思想的

升华，同样也可能对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产生错误影响。此外，网络文学 IP 剧内容深度和意义的消解，也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主流观念的传播。如若不加以把控，长此以往，网络文学 IP 剧可能将会陷入

了“娱乐至死”的危机。 

2. 网络文学 IP 剧未来发展建议 

2.1. 创新差异避免同质扎堆 

我国网络文学 IP 剧市场中的题材同质化问题大体可以追溯至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题材来源的同

质。网络文学 IP 剧的题材与故事结构均来自与网络文学作品，而由于网络环境相对宽松，且并不能够对

网络写手的个人能力与行为规范进行严格审查。因此，许多网络文学作品也存在“融梗”和情节抄袭等

现象，其中也不乏诸多耳熟能详的知名作品[10]。如此一来，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网络文学作品本身或题

材或情节或人物设定种种方面的雷同，而由此为蓝本改编制作的网络文学 IP 剧自然也摆脱不了同样的结

果。第二，制作者和视频平台对于“流行”的盲从。由于受到市场盈利导向的影响，制作者与视频平台

更愿意选择市场中已有的“流行标杆”，根据其内容或形式进行仿制，以期获得同样的流量与红利。由

此，大量同质剧目扎堆出现，市场中差异渐失，使得观众审美愈加疲劳。第三，过于关注垂直领域与受

众细分。即便抓住细分受众，在垂直领域进行内容深耕更易获得“圈层爆款”从而引流向“大众爆款”

过渡，但过于关注青年受众甚至是特定喜好的圈层受众，必然导致定位于该圈层的剧目泛滥，出现忽视

其他受众的需求，甚至是将其排斥在外的情况，使得窄众的问题愈加明显。 
基于此，为避免网络文学 IP 剧的同质扎堆情况，也应当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创新来提供差异。

首先，制作者应当精准把握对网络文学文本价值的评估，着力挖掘故事性强、叙事逻辑通顺、人物形象

完整、价值观正确的具备潜力的文本，避免对内容浅薄、价值偏离的文本的选择和对烂俗情节和套路文

本的过度依赖。同样的，制作者也应当转变其思维方式。网络文学作品与网络文学 IP 剧两者之间并非一

种单向的利用和依附的关系，也不仅是同一份作品的不同呈现形式，制作者们应当意识到它们是各自独

立的两份作品，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且能够通过不同的呈现方式相互进行促进和补充。这

样，才能真正做到以网络文学作品为基调进行合理的改动与创新，进而生产出具备独特特色的内容。 
其次，制作者和各视频平台应当坚守创新意识，为受众提供差异化服务。在这一方面，爱奇艺视频

网站已经做出了十分优秀的示范。它于 2020 年重磅推出了悬疑向互联网类型化剧场一一“迷雾剧场”，

其中包含了多部悬疑、推理题材的网络文学改编作品，一上线便吸引了行业内人士与受众的共同关注。

其最大特点便是创新了剧集叙事节奏与运营模式，以 12 集的短剧集精品化内容和多部剧集密集式上线的

剧场运作模式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改编自作家紫金陈作品《坏小孩》的

《隐秘的角落》，与原作将重点放在罪行叙述上不同，《隐秘的角落》则更注重在情节发展中塑造人物

特征，并成功借此获得了观众关于人性的大量讨论、对于情节的推敲和对结局的猜测。高质量的制作与

颇具现实意义的内容为它赢得了极高的热度，开播仅一周便登上微博热搜 50 余次，截至目前微博话题#
隐秘的角落#阅读量达 56.8 亿次，讨论度达 205.9 万次，其播出期间更是以 9.2 高分的豆瓣评分成绩一骑

绝尘，成为类型化剧集“破圈”传播的代表级剧作。 
最后，应当拓宽受众范围。制作者与视频平台应当以长远发展的眼光来关注网络文学 IP 剧的受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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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避免仅关注特定青年群体的喜好倾向，适当拓宽题材选取范围，采取交叉定位方式满足不同圈层受

众的需求，并不断加强网络平台与传统平台的合作，拓宽信息传播渠道，以突破剧集传播的圈层壁垒，

最终实现各年龄段、各类型、各喜好、各层次受众的广泛和均匀分布。在受众范围得以扩大之后，针对

不同受众的五花八门的需求自然也纷至而来，网络文学 IP 剧的市场从而也将摆脱同质，逐渐呈现多样化

趋势。 

2.2. 题材与内容质量兼顾 

现如今，互联网产业的繁盛将包括网络文学 IP 剧在内的海量互联网产品堆叠在用户面前，导致他们

在面对越来越多的选择时会愈发注重其题材和内容本身的质量，而这也决定了网络文学 IP 剧的制作方在

改编、拍摄、制作和发行的整个过程中更需要始终贯彻精品化运作的理念，从各个方面入手，严格把关

其质量，从而实现网络文学 IP 剧的最佳传播效果。 
首先，选取题材应适当多样化。互联网创作环境的相对宽松使得网络文学题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

势，但是由于网络文学 IP剧的改编相对受限，大部分题材无法经由改编以影视化的方式呈现在受众面前，

使其在古装和玄幻等题材方面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扎堆问题。近几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曾多次出

台了“限古令”，其政策不断趋紧，管控力度也在不断加强，为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文学改编提供了“风

口”，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 IP 剧的大放异彩也为 IP 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参考性建议。

那便是只有在题材全面多样的前提下，才能使每一部剧都有机会获得同样的曝光频次和传播趋势，才能

最大限度地为受众提供选择的余地。 
其次，改编需要尊重原著。作为网络文学 IP 剧，那么改编遵循原著必然是其创作团队首先应当遵守

的、不变的规则。在题材和原文本的选取上，要秉承质量优先的原则，对其剧本进行专业的改编和精心

打磨。网络文学 IP剧中的青年亚文化为青年受众提供了身份认同的途径，也满足了受众群体的心理需要，

但它愈加彰显的娱乐气息和对传统观念的颠覆性使它的传播弊端更加明显。所以在内容上，除了要切合

原著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走向之外，对于部分过于“张扬”的青年亚文化元素，需利用适当手段对其进

行收编，为青年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最大程度地为受众还原网络文学原本的世界观，为其提供足够

的想象空间。 
最后，主创团队需专业负责。这不仅要求演员应当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更要求 IP 剧的拍摄与制作

技术的专业和精良，无论是在场景设置、道具准备、特效呈现、剪辑制作、细节处理等方方面面，都要

求其主创团队时刻秉持专业负责的精神和态度，做“精”、做“细”[11]。 

2.3. 多元融合破壁圈层审美 

技术的迭代更新与平台内容的分众化供给共同作用了圈层受众与圈层审美的产生。网络文学 IP 剧的

目标则与传统电视剧面向“全民”受众不同，聚焦于众多的亚文化圈层，在细分与垂直领域深耕，更易

引发受众的沉浸与卷入[12]。但与此同时，需要考虑的是，在分众时代的背景下，网络文学 IP 剧在面对

受众愈来愈趋于垂直细分的需求，随意的、流动性渐强的圈层成员身份以及更加碎片化的媒介接触与消

费行为时，仅仅抓住某一类群体的关注，满足其特定的审美品味与需求，即便在这时，我们认为它已经

具备了成为“圈层爆款”的潜质，但在向大众审美过渡并演变为“全民爆款”的成功之路上，它似乎也

仅迈出了第一步而已。 
基于此，突破圈层壁垒，打造多圈层文化与审美需求相融合是网络文学 IP 剧摆脱窄众特点，真正实

现“破圈”传播、成为爆款的必然举措。其实也不难发现，每当市面上有“圈层爆款”出现之时，其作

品本身抓取到的该圈层受众强烈的关注度、引起的巨大反响力度，都昭示着一种似乎无法躲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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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着圈外成员无法摆脱席卷而来的“爆款热度”的影响。在这种影响力之下，圈内受众将“已知”的

圈内“仪式”作为能够炫耀的“文化资本”，同时，与“未知”对于圈外受众的天然吸引力的共同作用，

也会出现多圈层受众相融合而使小众内容逐渐过渡至满足大众审美的结果。这便意味着，圈层的壁垒并

非牢不可破，只要网络文学 IP 剧仍能够兼顾青年亚文化特质与大众审美需求，便能够深入更为广泛的受

众圈层、获得普遍认可。这就要求网络文学 IP 剧在抓取某一类型受众注意力的基础之上，采取交叉定位

的方式满足不同圈层受众的需求，例如《陈情令》在两位知名偶像演员光环的加持下，在吸引耽美受众

群体的同时，也展现了兄友弟恭、朋友情谊、惩奸除恶的赤子之心与不忘初心、坚守正义的家国情怀，

在服装、造型、场景、道具、音乐等方面更是充分表达国风之美[13]。由此，该剧满足了不同圈层的审美

需求，成功吸引了不同层次的观众驻足观看，受众也得到了多种情感交叉式地深度沉浸，与剧中故事、

人物产生共鸣，最终达到多个文化圈层与兴趣社区频繁交流、互相包容、交叉融合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文学 IP 剧想要破壁圈层审美，融合多圈层的文化与需求必然要以精准把握制作

的内容与质量为前提。而在当今内容日趋个性化的时代，题材质量俱佳的圈层内容已然成为成就“爆款”

的常见条件。由此，网络文学 IP 剧的成功传播应当植根于对垂直细分领域不同圈层文化的深入挖掘，发

迹于对不同圈层群体的价值观、态度与审美期待的完整认知，建立于题材与质量的精准把握和内容的精

准运作，并不断的在多圈层的破壁交流与创新融合中形成清晰脉络，焕发生命活力。 

2.4. 多方协力共塑积极价值观 

商业逻辑的驱使以及互联网时代话语权力的下放使得网络文学 IP剧在内容的呈现以及传播的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低俗化、浅薄化、过度娱乐化等倾向，而在此过程中也会造成网络文学 IP 剧自身的社会价值

流失，若其青年亚文化的属性过于突出，则对青年群体的价值引导和教育十分不利。网络文学 IP 剧除去

其娱乐商品的属性外，同样也作为文学艺术作品，拥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对青

年群体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这就要求网络文学 IP 剧的制作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就要仔细斟酌，对故事

完整、人物饱满、情节跌宕起伏的高质量作品的青睐虽是必然，但其核心思想和所强调的价值观念是否

积极、正确更是其应当首要考虑的因素。例如在青春题材的剧作中，不再以叛逆、人流、打架斗殴等为

其主要展现元素，而更注重体现主人公健康向上的心态或为未来努力拼搏的精神。在历史类题材的剧作

中，则应当格外注重对历史人物形象及其生平事迹的还原，要求在服饰、场景、礼仪文化等方面都能够

尊重历史事实，对于网络文学中的明显错误或遗漏之处，如偶像剧式过于理想化的爱情故事和通俗浅薄

的话语体系等进行修改和纠正，以保证其真实性和严谨性。 
此外，在网络文学 IP 剧的内容改编和制作的过程中同样应当以艺术创作规律为基础，以中国传统美

德和文化为其精神内核，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为本质，避免为获取“眼球经济”而产生过度娱乐化

倾向，避免三俗信息对其艺术价值的浸染，将成为“口碑质量俱佳”视为发展目标，才能在互联网文娱

市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能够在众多传播势头越来越强劲的 IP 剧中脱颖而出，同时让受众在观看

的过程中完成自我价值的提升。 
要求网络文学 IP 剧承担社会责任，塑造积极的价值观并对社会起到价值引导和教育作用，则需要多

方共同做出切实努力。一方面，需要注重培养、提高写作者的文学艺术素养。对优质 IP 的培育离不开优

质文本作为基础，这就要求网络文学作者作为其文学作品的“第一把关人”，在内容创作中，应时刻谨

记其作品作为文学艺术应当具备足够的价值内涵，对自己输出的内容进行自我监督和自我“把关”，自

觉传递积极、健康的思想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媒体工作者也应当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为

迎合青年受众群体的审美需求，最大限度地抓取他们的注意力，网络媒体工作者往往会对网络文学 IP 剧

中的青年亚文化元素进行大力宣传，使其青年受众群体在互联网空间中自发地形成了“狂欢”态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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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亚文化元素随之流传至互联网空间的各个角落，这对于还未形成成熟的价值观念体系的青年群体来说，

极有可能产生错误引导，十分不利于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媒体工作者自觉的承担起网络空间

信息的又一“把关人”的职责，对其中流通的不健康的信息和三俗内容进行二次过滤，将网络文学 IP 剧

的宣传与教育相结合，对有助于开拓青年群体眼界和知识、提升自我价值认知的网络文学 IP 剧给予足够

的理解和支持，而对于那些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期待的网络文学 IP 剧则应当责令其下架整改，以保证整

个影视市场拥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发展态势。最后，青年群体自身也应当树立起责任意识。党的十九大

报告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网络

文学 IP 剧作为青年亚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14]，同时又以青年群体为目标受众，因此十分迫切地要求青

年群体对自身文化知识素养的提升，正确认识和了解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正确看待和解决青年亚

文化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高自身对内容和信息的识别、判断能力和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能力，对于不当

的内容和信息应当自觉抵制，并充分利用好国家赋予的监督权，积极地向有关部门举报和反馈，从而促

使网络文学 IP 剧的制作与传播朝着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切实做好正确的价值引导方向转变，使青年群体

能够在网络文学 IP 剧的消费中获得认同感、归属感以及自我价值的提升。 

3. 结语 

在如今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助力了新媒体平台的不断革新，加上商业资本的

不断运作与积累，集文化内涵与视听技术于一体的网络文学 IP 剧应运而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佳的

网络娱乐产品。同时，由于网络媒介的受众群体趋向年轻化以及网络空间环境的宽松不受限，极大地赋

予了青年亚文化生命力与活力，也为网络文学 IP 剧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网络文学 IP 剧深挖青年亚

文化价值内核、裹挟其表征符号，以个性化内容、夸张化表述和抵抗性意味在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需求与

审美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进而成为青年亚文化的传播载体。因此，笔者认为，青年亚文化与网络文学

IP 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近年来，网络文学 IP 剧逐渐步入了发展的成熟期，但网络文学 IP 改编的热度依然不减反增，这引

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其中，青年亚文化这一更深层次的原因也逐渐浮现在了人们的眼前。因此，

笔者从青年亚文化的视角切入，运用了部分青年亚文化理论与传播学理论，以网络文学 IP 剧整体为研究

对象，从网络文学 IP 剧的热播现状、青年亚文化的表征方式、热播现象存在问题以及发展建议几个方面

入手，对当下影视市场中网络文学 IP 剧的热播现象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旨在为其未来的发展与

传播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本文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时首先探寻了网络文

学 IP 剧的发展现状。通过研究和分析了解到，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学 IP 剧的传播模式已经脱离了传统

的传播模式而呈现出多级传播的新特点。以低门槛、去中心化为特征的互联网赋予了其使用者更多的权

力，为网络文学 IP 剧带来了更多元的传播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受众也得以实现他们对个体身份的建构

以及对自我的认同。同时，青年亚文化特质也为网络文学 IP 剧的内容呈现赋予了生命活力，并借助多媒

体渠道，在制作方与受众群体的共同推动下，青年亚文化在网络文学 IP 剧的裂变传播过程中得以扩散到

互联网空间的各个角落，并开始被商业逻辑纳入其中，成为流行时尚的一部分。此外，网络文学 IP 剧中

的青年亚文化元素的表征也尤为明显，体现在内容上对权力权威与传统观念具有一定的抵抗性与挑战性。

这主要表现在其涉猎的题材愈加大胆和多样，采用的话语体系也越发诙谐和夸张，同时也改变甚至颠覆

了部分性别文化与老旧的传统观念。但尽管如此，网络文学 IP 剧中的青年亚文化最终也会因其主动“投

靠”主流文化与商业文化而自觉地削弱这种抵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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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亚文化的助推之下，网络文学 IP 剧的热播现象也不免带来了诸多问题。为了获得网络文学作

品背后庞大且稳定的粉丝群体所能够带来的商业价值，并且尽可能地掠夺青年受众的注意力资源，制作

方对于具有青年亚文化特性的网络文学作品的过度开发常使得某一类型 IP 剧在市场中大量堆积，造成严

重的同质化现象，其内容的过度娱乐化倾向以及青年亚文化风格带来的收视窄众、集体“狂欢”等问题

也会挤压社会主流文化的生存空间，甚至对青年群体自身的成长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为了能够更有

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在最后提出了网络文学 IP 剧的未来发展建议：要求网络文学 IP 剧提高创

新意识，为受众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自觉抵制三俗内容，避免同质内容扎堆，同

时兼顾内容与质量；将宣扬传统美德、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建设社会价值作为首要任务，对青年群体起到

一定的价值引导和教育作用。 
需要提到的是，青年亚文化理论相对于庞杂深刻和晦涩难懂，笔者在对其理论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

难度，或造成些许偏差。在探索网络文学 IP 剧热播现象并对其中青年亚文化的表征方式进行分析时，笔

者已尽力将青年亚文化理论运用其中，但仍存在局限性与不足之处，还望指正和包涵。尽管如此，笔者

仍希望本文能够为网络文学 IP 剧市场提供一定的启示性意义，为其未来走上健康发展与传播之路提供指

向与参考。此外，笔者也将在日后的工作与学习中，始终秉持着持续学习、持续进步的理念，继续关注

着该领域的发展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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