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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非主流文化的一种，“耽美文化”自出现起其就被贴上各式各样负面的标签，其主要受众“腐女”

群体更是被“污名化”地塑造成为了对男男关系盲目崇拜的女性群体。本文从“耽美文化”的由来和特

点出发，对其内涵进行溯源。并分别从情感的寄托、自我的认同、另类的表达三个方面分析“耽美文化”

在“腐女”群体中的话语空间建构，来探究“耽美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性。而后，通过对“耽美文

化”商业化越轨的进程和现存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其前期商业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以供其他非主流文化借

鉴，并对其发展中的阻碍进行了进一步替代性话语建构，以帮助“耽美文化”在未来进一步向主流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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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on-mainstream culture, the emergence of Tanbi culture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negative labels. Its main audience, the “carrion women” group, is stigmatized and shaped into a 
group of leftover women who blindly worship the male-male relationship. The origin and cha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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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istics of Tanbi cultur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discourse space 
construction of Tanbi culture in the group of women from three aspects: emotional attachment,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lternative expression, to explor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anbi culture 
and mainstream culture. Then, this paper will sort out the deviant proces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anbi culture, summariz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its early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non-mainstream cultures and construct 
alternative discourse for the obstacles in its development, so as to help the Tanbi culture move 
closer to the mainstrea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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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耽美文化”的由来及特点 

1.1. “耽美文化”的由来 

“耽美文化”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日本，又称“腐文化”[1]，通常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

来对其进行解释。广义上的耽美起源于 19 世纪末，是一种在欧洲兴起的文艺思潮，也可以称之为唯美主

义。这种文艺流派提倡追求美，并且提倡一切能够提供视觉美的享受的东西，以此来与传统的道德伦理

进行对抗。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开始出现一些描绘两个男性之间纯粹爱恋的漫画并逐渐发展成为

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耽美一词才有了其狭义层面的定义，即形容两个男性之间感情。这些耽美文学一

般会由现实中的年轻女性进行创造，主要描绘男性之间的情感。但是它与传统压抑暗黑的同性文学不同，

采用了一种更为柔和唯美的表现形式。这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耽美作品多采用架空的方式，辅以女性的

臆想，展现对男同性恋群体的想象[2]。 
本文所讨论的“耽美文化”主要为狭义的耽美。20 世纪 90 年代初，“耽美文化”以动漫作品的形

式进入中国，当时主要以漫画、杂志这种传统纸媒在“腐女”群体(热衷于幻想男男爱情的女性代称)之间

进行小范围的交流，该群体遵循着低调、谨慎的原则进行创作和传播[3]。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

同人小说为开端的中国本土的“耽美文化”开始出现。起初，同人小说主要指流行于漫画圈中自发且非

商业性的二次创作。此后，一些论坛设置的耽美版块也给了该二次创作在其他领域一定的生存空间。随

着晋江文学城、LOFTER 等同人创作网站的建立和发展，“耽美文化”也在自己的圈子中悄然无息地形

成了一个相对较为“庞大”的受众群体。 

1.2. “耽美文化”的特点 

1.2.1. 传播和创作以青少年女性为中心 
“耽美文化”从产生到发展至今，绝大多数的受众都是女性群体。这些女性群体在“耽美文化”圈

中以其所需要的审美来传播和创造自身喜爱的“耽美文化”。据调查显示，在“耽美文化”的受众中女

性占到了 97% [4]，15 到 22 岁女性居多，这些女性主见较少，易跟风，喜欢在自媒体平台上产出，具有

中等消费水平，分布地区两极分化严重(超一线和三线为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受众其未必是同性恋，

也未必在实际生活中能接受同性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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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文化作品主角通常有迷人的外表 
“耽美文化”中的“耽美”一词，本意就是“耽于美色”[6]，这也暗示了绝大部分作品中的“双男

主”都必然具备迷人的外表。这与女性为中心的受众特点不谋而合。 

1.2.3. 具有强大的网络文化标志 
除了纸媒，“耽美文化”作品主要依托网络这一新兴媒介进行传播，这主要是因为网络空间足够隐

蔽。并且在网络文化的滋养下，其形成了非主流文化圈子里一些固定的“行话”：如“攻”(指性格或处

事偏男性的一方)、受(指性格或处事偏女性的一方)等等。 

2. “耽美文化”话语空间的建构 

2.1. “耽美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性分析 

从“耽美文化”传入中国至今，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大都是对抗性的。其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打

上了“违背伦理”的标签。特别是在性文化相对保守的中国，“耽美文化”更是成为了大众眼中的异类

文化。随着潜在“腐女”群体的不断扩大，泛滥的色情文学和有悖于当今国内社会伦理的价值观更是使

得其在大众文化领域的发展举步维艰。与此同时，社会关于“耽美文化”的主要受众——“腐女”群体，

一直都持有一定的偏见。即，这个群体并不是一个代表蓬勃向上青年群体的褒义词汇。大多数人甚至会

将“腐女”更是看成是一类不分场合对男男关系过分解读、喜欢脑补、对男性盲目崇拜女性群体。而网

络的传播更是使得这种腐女的“污名化”愈演愈烈。 

2.2. “耽美文化”的话语空间建构分析 

“耽美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性致使其无法在主流文化中拥有话语权，因此，其话语空间只能在

“腐女”群体中进行建构。因此，接下来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对其话语空间建构进行分析。 

2.2.1. 情感的寄托 
首先该文化群体的话语空间源于其在耽美作品中的情感寄托。最明显的是在该空间中腐女们对“纯

爱”的追求。在耽美作品中，没有杂质的爱是她们创作的“本真”。因为很多现实生活中的爱都让她们

大失所望，因此她们更向往一种爱——“这种爱无关乎性别、种族、年龄、身份，有时甚至超越物种”[7]。
此外，“耽美文化”发展的背后还藏有一种更为深刻的情感，即对女性权利的追求。因为在耽美作品中，

女性们开始有权利主导两个男性的情感生活并使情节能够按照她们所期望的方向快速发展，这让她们在

此过程中能够体验到反叛主流、维护女性权利的爽感。 

2.2.2. 自我的认同 
相比于主流文化，“耽美文化”的传播圈子并不大，且具有私密性，这让圈子中一些核心群体更想

要获得他人的关注，而“耽美文化”的聚众创作和传播恰好可以让其得到同样对“耽美文化”感兴趣的

人的认可，从而从他者的评价中获得高度自我身份的认同。如：很多“腐女”聚集在 LOFTER 这个同人

创作平台上，她们可以自由地分享和创作耽美作品，在这里，使用者的动力在于得到互动者们的夸奖、

得到支持，而并非是通过所谓的金钱的打赏。 

2.2.3. 另类的表达 
从本质上讲，“耽美文化”是一种虚拟文化，一种“幻想”文化。由于涉及话题的敏感性，“腐女”

们在现实中往往会选择沉默不言自己的兴趣，而在匿名性的网络空间活跃。在这里，大家可以自由地发

泄在现实中无法言说的兴趣爱好和情绪。在网络空间发展迅速的今天，LOFTER、B 站等原创性强的虚拟

平台无疑为“腐女”们的表达欲提供了最佳的表演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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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耽美文化”的商业化实践现状与困境分析 

3.1. “耽美文化”的商业化越轨实践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思想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耽美文化”这一曾经敏感且边缘化的事物，借助

具备开放、共享、自由、匿名等特点的互联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8]。在商业化成为非主流文化主

要生存之道的 21 世纪，我国的“耽美文化”在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开启了商业化的进程。起初，“耽

美文化”是以纸质版的漫画或者小说进行传播的，在最初的交易之中，这些印刷品已经成为了当时“耽

美文化”商业化的第一步。而后，网络文学因为版权费低，一些网络看文软件不断兴起(如：晋江文学城)，
开始利用读者打赏的功能进行内容收费。 

同时，众多视频分享网站的出现大大推动了“耽美文化”影视化的进程。耽美文学因其独特的优势

和市场的空白被许多影视公司瞄中，并逐渐尝试将网络耽美文学作品影视化，让观众有机会通过屏幕观

看将想象视觉化。耽美类的电视剧、电影逐渐变成了其文化产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中国耽美网络

剧从 2014 年诞生，第一部耽美剧为《类似爱情》，2015 年连续有 6 部耽美剧上线。但是在当时无论是

制作方还是观众都对其持观望态度。这种“耽美文化”的尝试性越轨在这两年间都没有能够对主流文化

造成冲击，也没能掀起足够的水花。直到 2016 年，第一部现象级的耽美剧《上瘾》引发全民热议，其播

出一天便以过千万的点击量刷新了网络剧首日最高点击量的记录。其对“耽美文化”的高调宣传和大尺

度的同性画面引发的后果就是还未播完就被强制下架。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耽美文化”在商业化实践的过程中没有把握好与主流文化之间的边界。其在

早期传播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能做到对主流价值观进行补充，反而正面与主流价值进行对抗。但深具市场

潜力的耽美题材并没有由此从商业市场中消失，而是曲线救国、改头换面地东山再起。从“耽美剧”到

“耽改剧”的转变，正是“耽美文化”为了进一步创造商业价值所创造的“越轨空间”。这样一个“越

轨空间”帮助了“耽美文化”的传播更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同时，能够将耽美 IP 改编的利益最大化。即，既

能够有效地吸引耽美文学作品本身受众的同时还能够包揽一部分非耽美文学的受众。 
“耽改剧”通过对原作品中的同性爱情进行模糊处理或者直接删改，如：将男男爱情转变为男男兄

弟情，并通过高颜值的选角，成功圈住了许多女性观众，实现了由小众播放平台向大众播放平台的转移，

进一步打破了圈层的限制，完美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2018 年的《镇魂》、2019 年的《陈情令》、2021
年的《山河令》……这些耽改剧不仅取得了很高的商业成绩和口碑，甚至直接将籍籍无名的主演一跃捧

成了娱乐圈的顶级流量明星。与此同时，这种商业化手段还存在着很长的“长尾效应”。以 2019 年的《陈

情令》为例，其在影视化成功之后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衍生品，如：音乐、周边产品、线下见面会、电子

有声书、游戏等等。这样的辅助产品作为其主产品的一个补充，在与主流文化接轨的同时还延续了该耽

美 IP 的热度，扩展了其商业价值。 
如今，耽美虽被认为是青年亚文化中的一种，但就其消费人群和市场潜力而言，已经不算小众。 

3.2. “耽美文化”的商业化困境 

截至目前，“耽美文化”的商业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过去“耽美文化”被视为“题材敏感”的

文化，更多人选择“圈地自萌”，而如今许多头部公司、头部组织的纷纷入局，标志着“耽美文化”正

在从非主流文化走入大众视野，也标志着该文化类别商业化的正式“破圈”。但我们也不可否认，从 2021
年 9 月 16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耽改之风的公告来看，“耽美文化”作为非主流文化，其在商业化

进程中确实还存有一些问题。 
最直接的就是泛滥的“耽美文化”被大量不理智受众加工后所传播的虚构出来的同性爱情也面临着

价值导向错位的问题，这严重冲击了主流价值旋律。“腐女”们过度的脑补“哥哥们的爱情”甚至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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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同性的正常交往空间，同性间的正常互动细节也会因这种亚文化的泛滥而产生过度的“腐眼看人基”

现象。 
其次就是对文化本身的伤害。影视演员、配音演员对原文化作品的生动呈现使得原本的受众模糊了

文化作品与真人之间的界限[9]。让受众开始分不清究竟是想在“耽美文化”中获得话语权还是想在“粉

丝圈”获得话语权，这种边界的模糊会影响原本喜爱“耽美文化”这一部分受众对小众文化本身形成的

明确认知，不利于该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再者，受众也很容易将影视演员、配音演员与原本的作品联系

起来。 
而以上的问题都会阻碍“耽美文化”产业获得进一步发展，使其商业化破圈的脚步陷入停滞。比如，

边界的模糊会影响消费者对相关商业活动作出精准的投入；而劣质代表的负面事件也将刚火起来的小众

文化重新打回原圈层，无法走向更大的舞台。 

4. “耽美文化”商业化的经验总结与替代性话语建构 

4.1. “耽美文化”的商业化经验总结 

虽然“耽美文化”目前发展面临困境，但其前期商业化的成功还是可以为其他非主流文化的发展提

供一些经验。 

4.1.1. 迎合崛起的女性消费群体，其核心是对美的追求 
在当今时代，女性已经成为消费的支点。耽改剧中“双男主”颜值够高，他们通过人设的塑造，成为

了被凝视的一方。这不仅是对长期以来男性主导视角的强力反击，也包含了女性消费群体消费“美”的欲

望。而且，“耽美文化”中所呈现的“双男主”关系平等，其实也反映了现实中女性对理想关系的期望。 
以上这些特征，很好地抓住了女性消费者，也让耽改剧推出一部，爆红一部。这种做法对于其他非

主流文化的商业化也有着很强的借鉴作用。埃森哲报告 1 的数据显示：“中国拥有近 4 亿年龄的年轻女

性消费者，她们每年掌控着高达 10 万亿元的消费支出”。这一数字是非常庞大的。而且，新中产女性消

费实力和消费观念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她们不仅追求物质上的品质提升，还要追求消费的快乐与满足感，

这也给了非主流文化跻身主流潜在且庞大的受众群体。 

4.1.2. 提升受众身份的多样性，实现单一“内容受众”的转变 
同一耽美 IP 作品的多形式开发让市场的利益最大化，在圈外粉丝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扩展了“耽美

文化”的传播范围。“耽美文化”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的协同发展，为影视、音乐、配音等多个圈层粉丝

提供了一个新的内容呈现方式。将潜在的“耽美受众”转化为显性的“影视受众”、“音乐群众”等等。

即便是原先抵制耽改剧的原著粉丝，其也会因为一些反对的讨论，给该 IP 作品增加话题性，促进其商业

化的成功。 
这让我们看到，一种非主流文化想要成功地实现商业化，只靠其本身内容文化的受众肯定是行不通

的。还必须通过一些兴趣引导、舆论催化的方式，将不了解该文化的普通受众、有支持衍生产品潜在动

机的泛娱乐化受众转变为热衷于为作品和衍生产品消费的核心受众。 

4.1.3. 采用圈层化营销，实现“因地制宜” 
以 2019 年的耽改剧《陈情令》为例，客观地说，《陈情令》的圈层化营销具备先天的优势，因为其

有着相当大数量的原著书粉，无论是抱着吐槽还是欣赏的态度，毫无疑问地这些书粉很大一部分都会转

化为电视剧的观众。当然，要想进一步转化这些耽美圈的受众为商业流量，主人公蓝忘机与魏无羡之间

 

 

1埃森哲中国消费者洞察系列《智赢她经济重新认识数字时代的女性消费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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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无疑是最好的切入点。于是，“魏无羡蓝忘机名场面”等双人向的微博话题应运而生。同时，为

了扩大该剧在艺人粉丝圈的影响力，相关的真人话题也开始出现，如“肖战王一博同框”等，这些话题

将噱头逐渐引向了艺人本身。而《陈情令国风音乐专辑》的随后跟上和其持续不断地热搜挂榜，也让我

们看到其营销拓展到了音乐衍生产品上。该音乐专辑中包含有多首人物专曲，由角色扮演者献唱，在增

强与作品的关联性的同时，促进了剧粉与国风乐迷的交流[10]。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种亚文化如果要实现广泛的商业化成功，营销是一种非常必要的手

段。与此同时，这种在综合考虑多样化文化受众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差异化的营销，更能有效地实现

了多个圈层的联动，也为“耽美文化”IP 的持续爆红提供了流量基础。 

4.2. “耽美文化”的替代性话语建构 

4.2.1. 将“做减法”与“做加法”相结合 
“耽美文化”目前的发展之所以还存在阻碍，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某些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偏离

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内容上做减法和做加法的方式进行替代性话语的建构。首先

是做减法，对原有的内容进行改编，向主流文化靠拢。如：将有价值观误导性的将男性之爱包裹在男性

友谊的外壳中，或是将男男爱情置换为男女爱情，以获得进入主流传播渠道的通行证。其次是做加法，

通过二次创作提高影响力。资本方下场鼓励受众持续利用一些平台(如：B 站、抖音等)对非耽美原创作品

进行“耽美化”的二次创作，因为有研究证明，如今一个“优质 IP”的打造，只需要的半年的持续内容

创造。以优质的二次创作吸引耽美主题下一些潜在的其他圈层的受众，从而实现“耽美文化”合理适度

地向其他圈层的扩展和迁移。 

4.2.2. 提高内容质量，弘扬正确的价值观 
“耽美文化”产品，其主要受众是青少年群体。因此其还可以通过弘扬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方式，

跻身主流。例如：耽美网络剧应该在迎合受众、满足市场需求和表现主流文化价值观努力找到一个平衡

点，这可以通过转移焦点的方式达到。如：注重塑造主角的“侠气”、“家国情怀”；注重描绘小人物

的群像等等。这些重点的描绘能够让原本不太能接受这种文化形式的群体转移焦点，看到该文化优质的

一面而不是负面效应，从而能够愿意认同该文化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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