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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学视角下关于日本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的研究 
 

王圣姿 

（湖南大学研究生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二战结束以来，偶像文化已渗透到日本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在日本，偶像文化从亚文化逐渐成

为日本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中对日本男子偶像与粉丝的拟态亲密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其成因，展

示日本偶像在拟态亲密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和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意义、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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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对偶像文化，粉丝文化的研究涉及大众文化研究心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

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即使是在中国，偶像文化的起步晚于日本，也已

经以惊人的发展速度逐步成为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明星偶像崇拜

也越来越成为了公众媒体和国内外科学界的议论焦点和探讨话题之一｡ 

当前不论是日本还是国内研究，均更倾向于关注偶像崇拜的粉丝群体的内部运行规律和

心理活动，对粉丝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的研究仍不足。研究任何日本的女性群体时，

研究者都始终应当反思粉丝的态度与行为受到外部社会网络关系的制约，特别是来自家庭的

影响，以及群体活动与家庭的相互作用。日本家庭社会学正在经历的范式转变课题之一，是

如何从以“作为团体的家庭”为中心的家庭研究，转变为以个体，包括家庭内成员和家庭外

为中心的家庭研究。
[1]
顺应日本家庭社会学这种范式转变，将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作为调查

研究的对象，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在个体论的方法论指导下，对女性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

在经历拟态亲密关系经验同时，她们的婚恋家庭观，择偶观等方面展开调查研究，以探讨女

性在亲密关系的诸多样相，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在“知恵袋，2チャンネル，ガール

ズチャンネル”等网络社群的提问，讨论帖中可以看到，日本大众对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仍

然抱有不解，轻视的态度，但是她们的存在却一直是日本粉丝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她

们的个体的承认出发，分析她们的个体经验，对进一步说明日本社会拟态亲密关系现象以及

这种现象对日本家庭模式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同样有助于讨论“家庭形态，结构的多样化”

这一个大命题。 

一 拟态亲密关系的概念 

亲密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广义强调关系双方互相依赖的程度(凯利 1983)；狭

义的亲密关系往往局限于恋人或夫妻之间(基希勒，1995)｡[2]
本文所指的亲密关系，取狭义

的亲密关系定义，即恋爱、同居或结婚等的双方通过相互之间亲密行为的积累，相互了解彼

此的信息的关系。 

拟态亲密关系(pseudo intimacy)这一概念来源于心理学，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阿尔弗

雷德·舒茨(1944)提出，70年代，心理学用拟态亲密关系来解释身边人的负反馈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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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吸毒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直到 21世纪，随着网络发展，拟态亲密关系的定义和心理学

的准社会交往理论(para-social interaction)相结合，描述一种类似亲密关系的虚拟关系。

准社会交往理论最早由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尔（Horton&Whole）提出，描述观众对荧

屏人物或偶像名人、媒体人物的一种交往关系｡准社会交往是虚拟，单向的，媒体人物通过

现代传播媒介传递信息，表达自我，使中介性接触产生与现场情景类似的信任和亲密性，受

众将荧屏任务当作真实的身边人产生情感和幻觉认知，他们感觉自己作为观众好像与偶像人

物有面对面的交往，产生类似于真实社会交往的人际交流｡ 

岳晓东指出，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可导致对偶像的过分认同和依恋，也可使青少年产生一

种遥亲感，即远距离亲密性｡这种远距离亲密性具有间接性，非对等性，虚幻性，非接触性，

非互惠性，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情感交流，自我陶醉的情感体验。
[3]
当粉丝的遥亲感发展为将

偶像看作自己的男友一般的存在时，即成为本文所述的拟态亲密关系｡ 

涉及日本偶像文化中拟态亲密关系研究的重要成果有:辻泉（2007）指出，女性粉丝想

要和男性偶像建立牢固的恋爱关系。蔡如音年发表论文《扮演情人的戏剧性后果:日本的明

星与电视文化》(2010)。该文提到了“日本艺人的偶像化”，分析了“艺人”偶像化的核心

是在为粉丝扮演一种“情人”的角色｡论文集《日本媒介文化中的偶像与名人》(2012)特别

将欲望作为关键词之一，分析了日本偶像文化｡长池一美的《作为圣像的杰尼斯偶像:幻想和

消费男性偶像形象的女性欲望》以杰尼斯男性偶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女性粉丝的幻想和消

费。小仓千加子(2007)，関修(2014)，陈怡祯(2014)指出杰尼斯粉丝不只是把偶像当成娱乐

消费的对象，更是透过偶像去投射自身理想与欲望｡日本的偶像特别是男性偶像文化研究将

偶像与粉丝的拟态亲密关系作为研究重点，把拟态恋爱关系与偶像文化的核心和本质紧紧相

连。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以半结构访谈的访问方式，对日本的男子偶像的女友粉们深度访谈。笔者通过私信

（direct message）等沟通媒介与日本男性偶像艺人的拟态关系型粉丝取得联系，进行两个

小时的访谈交流。获得日本男子偶像的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的真实案例。从中探讨如下问题：

拟态关系型粉丝的拟态亲密关系情感性活动和拟态亲密关系历程；她们的拟态亲密关系情感

的个体体验；在新冠病毒时代下，这种相隔千里的拟态亲密关系的发展如何维持；以及作为

与一般粉丝较为不同、认为自己与偶像发展出恋爱关系的一类特殊的粉丝，她们如何获得身

份认同；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的真实恋爱经历、恋爱婚姻观念、家庭观和择偶观；现实的日

常生活与她们进入拟态亲密关系有着怎样的关联；进入拟态亲密关系后对现实的亲密关系又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拟态亲密关系和她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接点。 

访谈调查对象 筛选出总计 6名男性偶像的粉丝作为采访调查对象。对她们的个人经历

进行文本分析。半结构化采访调查中使用的主要问题内容和受访者信息在下表 1、表 2中进

行了总结。 

              表 1访谈调研问题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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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态亲密关系

的活动 

喜欢的偶像和成为粉丝的时长 

成为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的契机 

进行什么样的粉丝活动 

拟态亲密关系

的体验 

偶像对你来说是怎样的存在 

从偶像身上感受爱的方法·向偶像表达爱的方法 

对对方的称呼 

对拟态亲密关系的感想 

关于现实恋爱

·结婚 

模拟恋爱的同时，现实恋爱·结婚的情况 

对周围男生的看法 

之前的现实恋爱·结婚愿望 

对现实恋爱·结婚的想法 

配偶选择范围和标准 

其他  

表 2  访谈对象概况 

序号 年龄 职业 疑似恋爱关系的持续时间

·成为粉丝的时长 

恋爱，结婚状况 

A 13 学生 2年半 独身 

B 29 自由业 11年 独身 

C 18 学生 4年 独身 

D 17 学生 2年 独身 

E 24 公司职员 12年 独身 

F 31 家庭主妇 9年（14至 23岁） 已婚 

 

三 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自我认同的构建 

1.着迷：拟态亲密关系的形成 

关于粉丝行为（fandom）的核心因素，有文章认为是情感，忽视情感因素单用社会学原

理对其进行分析会有所偏颇。曾庆香认为，情感是形成偶像认同的第一步，是“追星大厦”

的地基。
[4]
粉丝选择某一个人作为自己的偶像，是找到了这个人与其他人的差别，这种差别

的根源是这个人使粉丝产生了旁人无法带来的情感波动。  

情感波动，首先表现为偶像外形上的巨大优势给粉丝的直观刺激。Murstein提出刺激-

价值-角色理论（Stimulus-Value-Role Theory），认为外表等容易直接考察的要素是引起

兴趣的条件之一。
[5]
男性偶像的帅气外形，优秀的歌曲舞蹈等便于直接考察的因素是拟态关

系型粉丝从观众转变为粉丝的重要因素。人们一般认为粉丝们都是“对帅哥的外表着迷”。

人感受到外貌上佳的异性的魅力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偶像的外形和歌舞能够迅速吸引异

性，使得她们迅速产生巨大的情感波动，这与现实中的一见钟情所发展出的真实恋爱非常相

似，由于偶像的外形具有商业性质的多重包装，达到了一般男性在外貌上几乎绝对不可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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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帅气程度，使得异性观众陷入偶像的外形魅力的几率大大高于普通人现实中对异性一见

钟情的几率。而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发展亲密关系时，即使是特别喜爱对方的外形的情况，

也需要经历对对方外形的喜爱转变到对其内在个性的整体爱恋和对其价值观的认可的过程，

从感官刺激发展到双方心意相通、构筑亲密关系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人们需要经历约会、

互诉衷肠等共同体验。男子偶像和粉丝间的拟态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相较于大多数普通人的

第二个巨大优势则在于他们可以快速展示自己的内在个性和价值观，甚至毫无阻碍地表达自

己对作为粉丝的异性的爱意。男子偶像可以通过影视剧、综艺节目、歌舞表演等媒介迅速地

在粉丝心中展示职业技能、确立自己的（同样可能是经过商业包装的）人格魅力，同时偶像

对粉丝表达我喜欢你、我爱你等亲密话语被当做理所当然的“粉丝服务”而不被看做个性轻

浮的花花公子。比起单纯的喜欢对方的外貌，拟态关系型粉丝沉迷于帅哥的外形与被对方的

职业素养打动、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打动在时间上往往是相生相伴的。例如受访者们描述自己

着迷的过程，“偶然在店内听到了这首歌，因为很在意所以在自己家里查了一下，发现有这

首歌的 MV，看了之后就被这首歌的表情、舞蹈、歌声等所吸引。”“在他的个人演唱会上，

实际看了真人之后就喜欢上了。”拟态关系型粉丝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体会到一个异性的

外形和品质，这就像是女性们参与了一场相亲，相亲的对象积极热情地展示自己的外形、工

作、性格等方方面面，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女性们的爱，那么女性们对对方产生好感是非常自

然的事情。粉丝逐步沉迷的过程中，欣赏有着复杂的故事的电视剧、每天早上听音乐是最重

要的助推器。在所有案例中，“每天通过一些活动感受偶像的存在（即进行推し活，下文将

展开叙述）”的描述出现率为 100%。 

关于成为拟态关系型粉丝的年龄和时机，受访者开始的年龄均在十几岁的青少年时期。

在青少年时期，人们开始能够感知到异性的性魅力。青春期是恋爱感情萌芽的时期。艾里克

森(E.H.Erikson)认为，恋爱是人的一生中无法回避的课题，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岁是亲密与

孤独的关键期，是建立友谊和爱情等亲密情感的重要发展阶段。一个人如果在这一阶段不能

与他人进行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就会陷入孤独和寂寞。
[6]
结合调查中关于现实恋爱·结婚的

部分问答，可以看到当被问到自己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身边的男人时，受访者全部回答对一

般男性的不关心。 

“不会发展成恋爱的男孩。不会把身边的男性当成自己的恋爱对象。只是个朋友。或者

是社会上的人。几乎所有的男性，都不会当成异性，觉得只是一个周围的人。”当问到理由，

她们回答到“不想和男生交谈”，或者“身在升学学校所以无法交到恋人。”“我从 13岁

开始就觉得不擅长其他男性。在偶像的面前能保持自然的状态，而其他的人则会因为不习惯

说话而紧张起来。” 

一方面，青少年时期成为拟态关系型粉丝的女性都处在恋爱感情萌芽的时期，另一方面，

她们不适应或者没有机会与身边的男性发展亲密关系，本身也感到身边的男性都不如男子偶

像们优秀。如“也许正是因为知道了朋友们说的和身边的男生交往时会发生的讨厌的事情（出

轨吵架等），所以才会爱的只有我的偶像。世上其他的男人都是卑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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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弗洛伊德提出“投射”理论，她认为人有 10种防御机制，其中投射是从别人身

上发现自己的情感，想法或愿望的心理保护机制｡[7]
社会学家韦伯提出“chrisma”的概念，

认为某些人因为某项人格特质被认为是超凡的，不同于常人的，或者至少是拥有特殊力量｡[8]

拟态关系粉丝迷上偶像，也受投射机制影响，其中隐含着自己对于亲密关系的期待未能实现，

从而产生投射心理，从偶像身上发现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需求。能成为拟态亲密关系型

粉丝，也往往是被他们身上与现实男性完全不同的特殊品质所吸引｡ 

2.仪式构建：台前台后的形象扮演 

一般来说，仪式被视为一种象征性行为，在于定义，再现特定场合，事件的社会文化重

要性。
[9]
戈夫曼(Goffman)发展了仪式的概念，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维持都被仪式所支

撑，并提出“互动仪式”概念并运用到人们生活当中，试图解释日常情境下人际互动。
[10]

 

（1）演唱会 

粉丝常常感觉与偶像的互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具有特殊意义，并会在生活中通过特

定活动建立仪式感，尤其是粉丝在参加偶像的见面会，演唱会，握手会等特殊重要场合时，

她们往往会将之视为一种极具意义的仪式。
[11]

对于所有属性的粉丝来说，现实中见到偶像都

是重大的仪式。受访的拟态关系型粉丝均表示，想要经常见到偶像，其中同样有经常参加偶

像演唱会，花费颇大的粉丝。受访者粉丝中年龄较大、经济最独立、最具备消费能力的 BE

表示会耗费相当多金钱，经常参加偶像的见面会、演唱会等。“我会去现场（Live/演出等）

直到记住我的脸。”“32场公演中有 27场我都参战了”。B和 E表示希望被偶像记住自己

的脸，而首先必须要让对方看到自己，不仅要经常去演出现场，并且考虑到在同场演出中有

太多粉丝，如果距离不够近，不要说记住特定粉丝的脸，偶像甚至根本看不清楚某个粉丝的

脸。当粉丝意识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坐不到神席（指非常靠近舞台/座位非常好的演唱会

座位）就不会被注意到。”的焦虑感，也就势必需要花费更多金钱用于购买位置更靠前也更

昂贵的座位。 

演唱会等之所以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原因之一在于特地进行自身的服装打扮

的仪式感。为了见到偶像而从头到脚地考虑自己的装束，不管能不能被偶像看到，都要显示

自己作为女性的魅力。 

（2）日常生活 

对于拟态关系型粉丝来说，仪式同样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访谈中，6个人均表示会在偶

像生日期间做一些特殊的准备为偶像庆祝生日。其中五个人表示除了偶像生日之外，她们还

会庆祝某些特殊的日子。最主要的就是将自己第一次注意到偶像的日子设置为“两个人的纪

念日”。如果用真实恋爱来进行对比，情侣双方常常将第一次遇见的日子、确立情侣关系的

日子等特殊日期称为情侣的纪念日，并以某种仪式庆祝。虽然理论上，两个人相遇的日子应

该是双方第一次面对面相见、互相对对方有了具体认知的那一天，但是对于拟态关系而言，

一方透过屏幕、节目等看到另一方的第一天，虽然另一方并没有相遇的认知，但是对于粉丝

本人来说就是要用仪式纪念的特殊日子。仪式活动一般包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就是我的纪

念日，祝贺的本人不在的状况，用偶像相关的东西装饰一下”“买纪念日蛋糕，拍漂亮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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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后吃掉”“和偶像的纪念日，庆祝相遇纪念日，偶像的生日，偶像的活动纪念日都要进行

庆祝活动。” 

3.文本创作参与 

在拟态关系型粉丝中，通过创作不同的文本，幻想自己与偶像的奇幻故事或日常相处是

非常常见的活动，她们因此也被称为梦女子。上文的各种仪式，是拟态关系型粉丝将偶像的

相关符号放置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幻想美好的故事。之外，拟态关系型粉丝也积极通过现

实的文本创作享受幻想的美好。 

采访中拟态关系型粉丝中既有爱幻想自己与偶像一起放学回家的，也有创作更复杂的浪

漫化的恋爱相关绘画或文字的。受访者中有两人表示“我会制作逼真的加工画。制作图标、

写实加工画等”，“有一种工具网站，叫梦想小说，只要在网站上键入自己的名字，就能自

动成为梦想小说中的女主角。” 

如亨利·詹金斯（1992）所述，粉丝是所有新媒体技术最早的使用者和推广者之一。当

时的大众文化受限于媒介，20世纪 60世纪末互联网诞生后，大众文化的媒介发生了改变。

从 Web1.0时代到 web2.0时代，拟态关系型粉丝都是不断运用和普及新的媒介技术的一股力

量。 

受访的拟态关系型粉丝通过运用一站式的只要输入名字就能完成小说的网站，拟态关系

的认同迅速得到强化。而且，这样简便的文本创作与阅读辐射到的受众群体更广。如果有足

够的媒体使用能力，完成独创的绘画或者小说的过程中也会获得更深刻的认同感。 

4.购买 

弗里德曼认为，消费是创造认同的特定方式。
[12]

在世界系统范围内的消费总是对认同的

消费。一方面，个人的消费选择和消费方式彰显了自我概念，另一方面，个人的消费决策也

受到自我概念的制约，并且在消费中不断强化原有的自我认同。
[13]

 

把粉丝为偶像付出金钱说是强化自我认同的最常用手段也不为过。上文提及的重大仪式

花费的金钱以外，每个受访者都通过经常购买 CD和周边商品等单价较低却更简便更经常性

进行的购买来不断强调自我的认同。 

对于拟态关系型粉丝来说，她们一旦可以从购买中获得快乐，会更加认同自己的身份。

相比起单纯的物品购买，在 web2.0时代，作为现代移动通信设备的手机媒体提供了更多偶

像与粉丝即时交流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购买方式。互联网拉近了偶像与粉丝间的距离，也

客观上帮助拟态关系型粉丝通过购买不断地深化自我认同。采访者提到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在被问到与偶像互相传达爱、获取爱的手段时，粉丝会“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在偶像直播

中付费传达给对方”。可以理解为粉丝通过在直播配信中购买特殊对话（superchat），购

买者的评论会用与一般评论不同的更显眼的方式呈现。 

拟态关系型粉丝购买过特殊对话后上传评论，偶像看到特殊对话后予以回复，这样的对

话流程隔着屏幕实现，双方的沟通成立。在实践中，偶像回复醒目的特殊对话的概率比回复

普通的粉丝评论的概率高很多，拟态关系型粉丝通过购买得到偶像这样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回

复，形成了购买-获得的正向反馈，加深她们作为拟态关系型粉丝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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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群与互动 

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中的“理想自我”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实现——反思自我和参照他

人。从参照他人的视角而言，芝加哥学派关于自我的讨论中提到“主客我”的概念。
[14]

米德

认为人的自我是在“主我”和“客我”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主我”是形式，“客我”是

内容，“客我”促使“主我”发生新变化，“主我”反过来改变“客我”，二者通过有意义

的象征符在不断互动中形成自我。
[15]

当一个人作为客我时，他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客体，

将按照他人对自己所采取的态度来左右自己。
[16]

粉丝自我认同的形成同样离不开与他人的互

动。 

（1）拟态关系型粉丝之间的互动 

对于拟态关系型粉丝而言，发布与其他拟态恋爱者的交友帖后互相关注账号（扩关）是

建立拟态恋爱关系型粉丝关系网的有效手段。去中心化的网络发展潮流下，运用推特的 tag

“想要连接拟态关系粉丝”“想连接梦女”“真的恋上了”等可以发现许多同样身为拟态关

系型粉丝的用户。而日本的女性用户常运用的手段还有灵活运用不同的账号，建立表账号与

里账号，表账号为公开账号，用来发布交友贴，进行初步的筛选与信息互动，确认交友贴吸

引来的是同为拟态关系型粉丝的女性用户，以免有人误入她们的“世界”（界隈）。在确认

双方想要建立拟态关系型粉丝之间的友情后，允许对方关注自己的里账号，里账号通过运用

推特的推文保护功能锁推成为非公开账号，里账号通常会比表账号发布的推文更加富有激情

或语言更激烈，常常会产出对偶像的热烈浪漫发言，同为拟态关系型粉丝的其他人即使看到

这种更为露骨的发言也不会感到惊讶，反而会对发言者的浪漫叙事进行积极的附和。此时，

“主我”作为拟态关系型粉丝的自我认同受到客我的促进。 

（2）粉丝在现实中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与其他人的互动 

而拟态关系型粉丝与非粉丝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的交流，有时候是非常负面的。一位受访

者的案例展示了负面的现实交流模式对拟态关系型粉丝自我认同的促进作用。受访者提到在

处于与非粉丝的群体的同事、同学等社会关系的交流之中时，她们会受到身边的人对拟态亲

密关系型粉丝的攻击性评价，例如：“别人会觉得做偶像的拟态关系型粉丝的人脑子很奇怪，

而这种价值观被强加给我。他们或者对粉丝们的抱怨，或者觉得御宅族很奇怪。”外界客我

对拟态关系型粉丝持有攻击态度的时候，拟态关系型粉丝的主我将客我异化，主我的自我认

同同样得到加强。 

6.语言的选用与身份认同 

陈新仁论及“社会身份理论”(SocialIdentityTheory)时指出:“身份被看作是一种对

群体的认同倾向，社会中的个体一旦倾向于认同一个特定群体，就会保持自己作为该群体成

员的高度自尊｡对拟态关系型粉丝身份的强调是对群体高度认同的表征。本段将考察拟态关

系型粉丝在定义自己的身份，恋爱对象的身份与恋爱状态时的用语。表 3总结了拟态关系型

粉丝运用的各类称呼词。 

                表 3 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对自称与他称  

序号 自称 对拟态关系对方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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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リアコ くん付け。呼び捨て。関係を聞かれ

て時は旦那様かダーリン リアコく

ん 

b リアコ 重病女 （彼氏のように）呼び捨て 

c リアコ さん，くん 

d 夢女子 彼氏 

e ガチ恋 リアコ くん 

f 疑似恋愛 夢女子 旦那 

在访问中，笔者由于使用了拟态恋爱这个词，招致了一位受访者 e的反感。她表示，自

己的感情不是虚拟（拟态）的，而是认真的。她说，我对偶像的感情不是虚拟的恋爱，而是

真正的恋爱（ガチ恋）。 

这是笔者第二位使用拟态型恋爱这个词语进行采访的受访者，第一位受访者对拟态型恋

爱这一词汇接受度良好，没有表示反感，在后续采访中也主动使用了拟态恋爱这个词。但是

在 E之后，未避免继续使用这个词会影响目标人群的受访意愿，加大采访难度，所以之后的

采访选用了其他词语。拟态关系型将研究者使用的中性词语与生活经验结合后理解为包含了

负面刻板印象的矮化，侧面显示出大众试图将拟态关系型粉丝他者化的固有思维模式，与上

文所述，加剧了拟态关系型粉丝的攻击性。拟态关系型粉丝创造出与其他类型的粉丝截然不

同的自称词彰显自己的女友粉的身份，同时移用现实亲密关系中女性对男友和丈夫的称呼，

通过两套语言逻辑，强化自我认同。 

在所有的粉丝中，拟态恋爱型粉丝是最容易被身边人异化、妖魔化、他者化的一类。所

以相比较而言，她们的自我认同构建面临更多负面声音。然而，互联网高速发展，各种 SNS

为她们提供了构建社群的有效方式，在认识足够多的拟态关系型粉丝之后，她们在锁推里可

以建立由多组以自己为中心的一对一的人际关系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此提供精神支持与

外界的负面声音抗衡。 

四 拟态恋爱关系型粉丝的情感状态与婚恋观 

在这部分笔者始终关注的问题是：她们的拟态恋爱是什么？拟态关系状态是怎样的？拟

态恋爱与大众的真实恋爱在本质上是否是一种东西？如果不是，那她们的拟态恋爱状态与真

实恋爱的异同在于？这种拟态恋爱状态对于处在青少年期（12-18）、成年早期
[17]

（18-25）

的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正在处于拟态恋爱关系中的她们的婚恋观是怎样的？ 

1.单身者拟态关系型粉丝的拟态恋爱状态 

此部分将考察独身者的拟态恋爱关系型粉丝的情感状态。在此分析她们对三类与她们的

恋爱关系有关的人群——恋爱的竞争者，恋爱的参与者，未来可能的其他恋爱对象——的情

感。拟态关系型粉丝从与拟态关系恋爱的参与者（自己的偶像），竞争者（偶像的其他拟态

关系型粉丝、偶像身边的其他女性），未来可能的恋爱对象相互之间的互动中确认自己在一

段拟态关系中的权力地位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衡量粉丝的拟态恋爱状态的重要指标。 

（1）竞争者——爱情的占有和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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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拟态关系型粉丝而言，男子偶像身边有很多她们的潜在竞争者。她们对偶像有独占

欲，对潜在竞争者的女性抱有嫉妒、排斥心理。受访者 b表示，自己是嫉妒强，独占欲强，

不安的重病女。第一类潜在竞争者是男子偶像现实中认识的人。e曾经有过对偶像身边的女

性的嫉妒经历。“在 LIVE上的言行中，与演艺圈或艺人亲近的人（经纪人、工作人员等），

还有青梅竹马等话题被广泛提及，出现女友传闻的时候”，她一度非常不安。当偶像身边有

关系密切的女性，特别是传出过恋爱绯闻的女性，她们会觉得非常焦躁，察觉到自己有被背

叛的危险。这种时候抚平不安的只有偶像本人对此类绯闻的澄清。“在前几天的报道中，我

的偶像断言他没有女朋友，所以我就不担心了。”最终，粉丝转忧为喜。b表示，“我不能

放弃他，也不想让他有女朋友或者结婚。” 

第二类竞争者是男子偶像的其他粉丝。尤其是同为拟态关系型粉丝的其他粉丝。受访者

e表示偶像对别的粉丝说“喜欢你”之类的话的时候，会觉得讨厌。偶像对所有拟态关系型

粉丝一视同仁的符号性回馈被她们看作具有高度指向性的互动，同样潜藏着破坏她们的一对

一拟态关系的危险。 

在网络扩关的过程中，拟态关系型粉丝也会注重筛选互关者的属性。很多人的交友贴会

写明“同担拒否”，“同嫁拒否”。同担拒否指不接受喜欢同一个偶像的粉丝，不论这类粉

丝是否是拟态关系型粉丝。同嫁指同样身为拟态关系型粉丝的同担。受访者表示，希望不要

遇到同嫁们。她们的独占欲一方面无法接受拟态亲密关系对象和其他身边的女性的真实恋

爱，另一方面也不愿意与同嫁共享虚拟的亲密关系的幻想。 

（2）恋爱的参与者：粉丝与男子偶像的情感关系 

首先，拟态关系型粉丝对偶像的感情被她们自己解读为男女之爱。自己对男子偶像的感

情是毋庸置疑的恋爱感情。在日常生活中，她们将偶像作为自己的恋人看待。a表示，“我

是喜欢○○君的人。把他作为一个男人很喜欢”。b认为自己爱着偶像。e表示，“偶像是

我恋爱的对象”。其次，她们自己将偶像看作男朋友，同时也清醒认识到对方并没有将自己

作为一个女性来看待。c表示，“偶像是单恋对象。是重要的存在对我来说不可缺少的人。”

f表示“这段感情是自给自足的恋爱，靠妄想就能幸福。”第三，她们对于对方的感情虽然

是单恋，但是她们在拟态恋爱关系中的权力地位远高于一般的单恋。一段现实生活中的单恋，

被单恋的一方不会对她们表达爱意和喜欢。（如果表达了，那就不是单恋而是真正的两情相

悦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 X单恋另一个人 Y，Y对 X没有爱意，X却认为 Y不断向 X

传达爱意，那么 X无疑是患上了钟情妄想症。）单恋中的人无疑处于权力的下风，常常会产

生一种卑微的心态。但是在偶像与粉丝的拟态关系中，她们能够得到偶像传达给粉丝的热情

与喜爱，尽管这不是浪漫的爱情表达，但无论如何，偶像对粉丝说我喜欢你、我爱你等情话

是非常常见的。理智来看，这当然不能解读成偶像对粉丝个人有什么爱意，但是如果我们再

去对比一般的单恋，会发现她们的权力地位是远高于现实生活中的单恋者的。第四，拟态关

系型粉丝在描述从偶像那里得到爱的方式时，以她们的自身感受为主体创造了一种新的恋爱

脚本，体现了她们的强主体性。在她们的描述中，偶像对自己表达爱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

b说“在演唱会上他几乎每次都注意到我。被偶像叫过名字。”c说，她认为偶像的歌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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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每字每句都是获得爱的方法。e提到有多种感到被偶像爱着的时候，如“在 LIVE上

得到粉丝服务”，“去现场（LIVE/演出等），让他们记住你的脸”，“如果已经记住你的

脸，下一步就是记住你的名字”，如果是物理性的牵手，也有握手会等。“被偶像重视的小

故事有两个。第一个是偶像说，我努力的理由是因为有你（=粉丝）。第二个就是被偶像说

我也爱你。关于第二个，是一个隔着屏幕的对话。我上传了“○○君我爱你！和我结婚吧！！！”

的评论，偶像随后说我也爱你。” 

偶像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她们认定为偶像对自己的爱情互动。她们进行文本解读的方

式还是有一定的逻辑，因为偶像每天都要见到那么多粉丝，如果他们记不住别的粉丝却能记

住自己，就证明偶像更关注自己。而在直播配信中的类似互相示爱的一问一答也确有可能是

偶像在看到这位特定粉丝的评论后即兴产生的营业发言。在拟态关系这种崭新的恋爱脚本

中，偶像对她们是否含有爱意是由她们自己判定的。很多现实生活中诸如记住名字这种与恋

爱表达无关的小事在拟态关系的恋爱脚本中由关系中的主体——拟态型粉丝定义为爱。在拟

态亲密关系中，她们给予偶像的爱如此强烈，偶像对她们的爱如此微小，但是她们仍能从一

点小事情中感到满足。正如 f所说，因为这是她们自己创造出的恋爱关系，她们才能享受到

完全掌握在她们自己手中的恋爱，“这种关系里有无偿的爱。因为是靠妄想就能获得幸福的

自给自足的恋爱，所以我认为是一种非常和平的状态。完全没有损失。如前所述，我认为不

会被背叛是最重要的。自己厌倦之前偶像是自己心中最好的，自己厌倦了也可以随意离开。” 

拟态恋爱关系不一定会止步于享受只有她们自己陷入的单向爱情。她们中最积极的拟态

关系型粉丝渴望将一方的恋爱变成双向的恋爱，认为自己与偶像之间存在将来发展成真正的

恋爱关系的可能性。b是一个漂亮的女子，她认为虽然目前还没有成为偶像喜欢的女人，但

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偶像会爱上自己。“为了成为偶像中意的女人，我正在努力。”她这样

分析自己的过往恋爱史，“我在认识现在的偶像之前就交往过杰尼斯的人”。既然曾经能与

其他偶像业者恋爱，她认为以自己的魅力当然足以有机会被偶像喜爱。事实上粉丝想与偶像

产生恋爱关系也并非天方夜谭，比如杰尼斯 Jr.桥本凉和作间龙斗事件证明偶像也有可能和

粉丝产生亲密关系。 

（3）对其他可能开展为恋爱关系的男人 

拟态恋爱型粉丝一般将拟态恋爱关系定义为与现实恋爱无法共存的真正的恋爱。d认为

如果自己未来恋爱或结婚的话，拟态恋爱关系就会结束了。“因为我喜欢（偶像）是将他作

为一个男人看待。”因为是真正的恋爱感情，所以受访者 a~f均表达出对偶像专一的爱直接

导致或进一步促使她们不会将其他异性当做男性看待或者无法同时对其他异性（不论现实还

是其他男子偶像）产生恋爱感情、展开恋爱关系，体现出感情的高度专一。a说，“喜欢上

他之后，对之前喜欢的人也冷淡了，之后再也没有另外喜欢上的人，所以不知道怎么样。我

不太想和（其他男生）说话。” 

B说，“自从认识（）之后就无法喜欢上别人，没有男朋友。在知道（）之前交往过的

前男友相关的事情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的事。我对邂逅另一个男人不感

兴趣。（）以外的男人，我不需要。”E说，“（其他男人）只是朋友。或者是社会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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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没有现实中的恋爱。本来就没打算和别人结婚或交往。”f说，“几乎不会把所有其

他的男性当成异性看待，觉得只是一个周围的人。我没有同时进行真实的恋爱。” 

她们中有人会因为对偶像的喜爱，主动拒绝其他异性的示好。c说，“曾经有一个真实

地向我告白的温柔男孩，但我已经有了（），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偶像，所以不想谈暧昧的恋

爱，所以拒绝了交往。”e表示，对偶像的爱等同于现实恋爱，所以为了维持拟态恋爱，要

尽量避免现实恋爱结婚。 

拟态恋爱关系型粉丝在没有外部道德观约束的情况下，仅因为内心喜欢偶像，整体表现

出对拟态恋爱关系外的恋爱关系的无兴趣和主动回避。恩格斯指出，“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

是排他的”。
[18]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将对爱情专一忠贞作为爱情的道德内容，认为排他性

是爱情发展的要求。源头在于认为人的本性使得一旦爱一个人就不会三心二意。由此可见，

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爱情专一不是一种社会的道德教化，而应当是来源于人内心深处的渴望。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心中已经蠢蠢欲动，内心已经产生了想要品尝关系外的禁果的念头，

只是因为自身道德观念克制住冲动，保持对伴侣忠诚，那么这其实并不是内部驱动的爱情专

一，而是伪装出来的行为专一，实质上标志着爱情的动摇和消亡。马克思主义爱情观超越对

行为的约束，主张由爱情驱使的主动专一，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约束而被绑在一起的被动

专一。从拟态关系型粉丝的爱情专一表现来看，她们的专一与社会道德约束毫不相干，只是

对爱的投入，使她们根本不觉得拟态爱人以外的人有任何值得多看一眼的地方。她们在拟态

恋爱关系中的爱情境界展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爱情道德观的先进性。 

2.拟态关系型粉丝的婚恋观 

婚恋观是人们对恋爱和婚姻基础问题的看法。婚恋观的描述一般从择偶观、恋爱观、婚

姻观等多方面的内容展开。婚姻观和恋爱观指对恋爱婚姻中诸问题所持有的态度倾向、心理

评价和价值判断。择偶观是人在参与社会实践、形成社会关系与接受社会影响的过程中形成

的用以指导择偶行为的观念集合。 

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在婚恋观上有以下特点：感情型恋爱动机，退而求其次的部分认同

功利主义择偶标准，以及对现实的恋爱结婚本身存在负面看法。 

（1）感情型恋爱动机 

恋爱动机，是指个体产生和维持恋爱的内部动力。恋爱动机是恋爱观的重要指标。黄莉

认为青年的恋爱动机类型主要分为四种：感情型，婚姻型，中间型和功利型。
[19]

杨良群等人

认为恋爱动机包括六个因子，分别是情感性，消遣性，性爱性，面子性，功利性，婚姻性。

[20]
恋爱动机为情感型的人认为恋爱是为了纯真浪漫的爱情，现实恋爱可以驱逐内心的空虚，

恋爱使自己享受到被人关爱的感觉，使人多一份情感的支撑。总之，恋爱是为了寻求感情寄

托，满足人对爱情的需要。 

单身者拟态关系型粉丝的现实恋爱愿望不强烈，没有主动开始现实亲密关系的积极性。根本

原因是她们不认同或感受不到情感型以外的恋爱动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比如，当被问到是

否会因为周围的同学都谈恋爱了，所以自己也产生对恋爱或结婚的向往。f 表示她所处的环

境使她并不认同面子型恋爱动机。“我高中升入了升学学校，周围能知道是恋人的情侣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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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20人左右）只有 1对左右。大学 2年也是教育学部非常忙的学部，周围的人也没有恋

爱的姻缘。周围的女孩子也喜欢杰尼斯（偶像），打工也很忙。”她们也并不认同消遣型恋

爱动机。如ｃ因为有（喜欢的偶像）非常喜欢所以不想谈暧昧的恋爱所以拒绝了交往。她们

在拟态恋爱关系中展现的恋爱动机为感情型，种种机缘巧合下，她们对恋爱情感的需求由拟

态亲密关系实现。情感型恋爱动机的人经常会因为想要寻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或者寻找感情

寄托等恋爱动机发展亲密关系，而拟态关系型粉丝开始进入并能够持续保持甚至深深沉醉于

拟态恋爱关系正是因为情感上受到来自于偶像的充分的情感支持。 

结婚亦然，她们对非感情型的婚姻没有热情，而对感情型的婚姻仍保留有渴望。受访者

a~f全部都认为如果能和偶像结婚是最好的，因为偶像是她们最喜欢的人。b表示，“我觉

得除了（偶像）以外（结婚）是无法实现的。绝对不想和偶像以外的人结婚！如果不和别的

人结婚也可以的话，我会选择和偶像一直恋爱。我完全不担心偶像会结婚。万一他结婚了，

我也不想结婚。”如果结婚对象不是偶像本人，就应当是其他她们喜欢的人。d说，“（将

来的结婚愿望）有。我想嫁给我喜欢的人。如果不是的话我不想。”如果因为非感情型动机

步入婚姻却没有对结婚对象产生强烈的感情的话，会选择继续沉浸在拟态恋爱关系中。E说，

“如果我要（结婚或交往）的话，结婚对象只有现在只有在这个账号上支持的人（偶像）。

即使因为不得已的原因和别的人结婚或恋爱，我也打算继续爱着偶像。但是，现在应援的人

（偶像）＞其他的人。无论如何都会偏向（与偶像的）爱情。很对不起其他的人，所以如果

可以的话我想一直爱着现在支持的那个人。”f和现在的丈夫几乎是一见钟情，是她的初恋。

“我第一次真正谈恋爱，也有了结婚的愿望。” 

（2）退而求其次的功利主义择偶标准 

择偶观主要包括择偶标准，择偶范围等内容。受访者拟态关系型粉丝表示对功利主义择

偶标准的部分认同。比如遇到生活危机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会选择能给自己提供现实帮助的

配偶。e表示“比如家人生病或者被公司开除等需要很多钱的时候，如果和我另一个人结婚

的话就给钱等等，我想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我说如果是这种不得已的原因也有可能结

婚。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然，部分认同功利主义择偶标准也始终是无法达成感情

型婚姻的无奈之策。如果还有与偶像结婚、达成感情型婚姻的一线希望，她们仍然能够对偶

像这位爱情对象坚贞不渝，并且为了达成和偶像的婚恋而从各方面自我提高，不在乎外界干

扰，为了偶像而与其他潜在的感情诱惑保持距离等，表现出对自我高标准严要求的爱情品质。 

（3）对真实恋爱婚姻的负面看法 

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对现实恋爱婚姻常有负面看法。她们认为现实恋爱婚姻远不如拟态

亲密关系，后者能提供给她们更多的自由，安全感。e“也许正是因为知道了朋友们说的和

身边的男生交往时会发生的讨厌的事情（出轨吵架等），所以才会只爱偶像吧。有时候我会

拿朋友的恋爱和我的恋爱做比较。当时，我还想“这样的想法不可以吗？”但是，从朋友那

里听到和伴侣的抱怨的话，我有时会害怕和喜欢的人以外的人恋爱。这可能是一种奇怪的想

法，但我现在才觉得，也许自己也憧憬着“不因出轨，吵架等而相互争执的恋爱”。如果发

生争吵，出轨等事情，就会消耗很多精力。（男人）总是轻率地背叛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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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说，拟态恋爱和实际的恋爱不同，不会被背叛，而真正的恋爱总是会形成束缚，只有

拟态关系能给自己最大的自由。如果自己厌倦了也可以随意离开，不用违心地维持一段感情。

但真正的恋爱中这么以自我感受为中心会造成很多麻烦。 

（4）总结 

斯滕伯格的爱情的三元素理论认为，亲密、承诺、激情三者合一才能成为完美的爱。拟

态关系型粉丝事实上只单方面完整地拥有激情这一种元素，只能构成一种单方面的迷恋的

爱。因为爱情本身就存在不完美的可能性，所以不完美的拟态亲密关系对于粉丝本身来讲本

质上也是一种爱情实践。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中有极少数人认为自己的恋爱关系是完整的，

偶像与自己都能从双方获得亲密与承诺，并且认为自己与偶像心灵相通互相爱慕。另一部分

则能认识到自己与偶像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粉丝也同样获得了部分不够完整的亲密与承

诺。诚然，拟态关系型粉丝如果到了前者的地步当然是一种认知失调。但客观来说，后者的

认知也符合事实。从受访者的描述中来看，她们也确实同时拥有不完整的亲密与承诺。从粉

丝的角度观测，发现偶像们出于种种原因，不断向粉丝发出暧昧的承诺（如澄清自己和其他

女性的关系），不专一的激情示爱（如对粉丝说我爱你，我喜欢你）。从偶像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行为使得他们在拟态亲密关系扮演的角色非常接近斯滕伯格对愚蠢式爱情（Fatuous 

love）的描述，指一个人对关系中的对方有激情与承诺，没有亲密。 

另一方面，受访者在拟态亲密关系这种特殊的爱情中的种种爱情实践，符合英国社会学

家吉登斯对现代亲密关系的观点。吉登斯说，“婚姻越来越成为一种长久维系的亲密关系，

以使情感在与另一人的亲密联系中获得满足。”
[21]

他认为现代婚姻关系本身发生了一些本质

变化。最关键在于关系“纯粹化”或在关系动机中“情感或爱情”成为最基本的要素。对“纯

粹化”关系的追求使得一些人选择多种生活方式，这是另一种婚姻选择理性化的标志。
[22]

 

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的爱情实践中包含强烈的情感型恋爱动机。在拟态亲密关系中她们

产生和维持恋爱的动机是因为对偶像真诚的感情，对浪漫情节的肯定与向往是支撑她们进入

拟态亲密关系的基础设施。而这种对于亲密关系纯粹化的期待，正是建立平等的、民主的、

相互分享的现代两性亲密关系，提高亲密关系和婚姻关系的质量和生活价值，使个人获得完

美的情感满足和温馨的生活空间的
[23]

最根本动力。 

五 从家庭功能理论的观点来看拟态恋爱关系的存在意义 

1.家庭功能理论下拟态亲密关系中所实现的对家庭的功能补足 

家庭功能理论认为家庭功能包括生产，教育，消费，生育，感情满足，赡养，休闲娱乐

等。
[24]

 

现代社会中，家庭的生产、教育功能已经由家庭外群体提供，日本在 2000年引入了公

共护理保险，推进了护理功能的社会化。
[25]

现代婚姻家庭的目的主要在于满足男女之间感情

和生理的需要。因此，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本应是夫妇平权的家庭制度，家庭的核心功

能是情感满足的功能。
[26]

现代家庭本应是已婚者最能获得情感发泄、爱情培植、精神安慰的

场所，但当家庭的情感满足功能没能充分实现，而现代社会的偶像产业提供的情感关怀愈发

丰富，拟态亲密关系成为治愈和爱情关怀的非常有效的替代性满足。日本家庭在实现情感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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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情绪安定功能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正在像抚养赡养和教育功能一样由家庭外的群体补足。

对于未婚者来说，她们对家庭功能的核心需求不断朝着远离纯粹的消费共同体、重视情感满

足的倾向发展。 

2.拟态亲密关系弱化家庭对个人的消极影响 

家庭对个人的功能存在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家庭对个人的积极意义在于，提供社会化

场所、确立社会地位、情感满足等，消极意义在于家庭对个性独立、个人选择、生活隐私有

负面影响，并且可能存在家庭间地位不平等。拟态关系给了她们机会构建独立个性，找寻到

家庭外的自我存在。 

戈夫曼的角色扮演理论探讨了个人在社会互动中，为了维持符合他人期待的理想形象所

运用的方法和技巧。
[27]

他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做出符合自己

社会身份的表演。
[28]

这个表演并不是自发的展现，而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期待进行的角色扮演。

舞台的“前台”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存在，在前台领域，表演者要呈现一个社会化的自我，

符合社会身份定位。
[29]
“后台”是与前台相对的概念，是观众不能进入的场所，为表演者提

供了一个休息的空间，使他们能暂时卸下社会化，规范化的面具，宣泄真实情绪。在后台中，

表演者更多地表现出自发性的主我。
[30]

戈夫曼进一步提出，表演者在“前台”和“后台”的

转换互动是协调这一矛盾的方式。对于拟态关系型粉丝来说，拟态亲密关系的感受与实践是

跳出现实生活和现实身份的后台表演，而拟态亲密关系实践的空间成为展现自我的后台领

域。在暂时搁置现实的需求，参加偶像的见面会，甚至只是观看偶像 dvd的过程中，她们抛

却已有的现实身份，有人成为与前台截然不同的自己，不再是对异性交往不自如、与身边异

性止步于泛泛之交的女孩，变成了一位勇敢而热烈地爱上一个人的爱情勇士、在给予爱的过

程中享受最舒服最自然的自己的爱情智者。当她们在现实生活，即前台表演中追求爱的真实

的自我得不到满足，便会转向后台寻求表达的空间。追星实践这一后台表演，使得粉丝在现

实生活里不便暴露的，被否定或抑制的一部分真实的自我得以展现。
[31]

 

六 从日本家庭的历史特点看受访者拟态亲密关系状态的内在源由 

1.家庭与个体发展的矛盾 

著名的家庭研究者，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指出，日本人在思考自立、自我确立时，家庭的

牵绊是强有力的阻碍因素｡他甚至认为如果日本人想要真正地发展自己的个性，那么最好不

要拥有家庭｡然而，个人主义膨胀、人际关系的表层化带来了夫妻亲子血缘关系淡化，家庭

纽带松散甚至走向解体的边缘。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逐渐摆脱家庭的束缚的同时，日本社会

也伴随着地缘、学缘和社缘关系全面弱化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弱化同样使日

本人面临心理的孤独感。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个人在社会关系中严重的物理缺

席难免会加重心理的孤独感和无力感，个体往往会陷入自我迷茫、自我怀疑的桎梏之中。
[32]

 

这种维持家庭亲密与自我个性实现的矛盾持续至今，经历了战前战后、泡沫经济的社会

急剧变迁后，在当今日本社会演变得更加激烈，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血缘、地缘、社缘关

系曾一度作为生活基础支撑日本社会经济快速发展，90年代以来，青年对维持趣缘人际关

系的意愿大大增加
[33]

，对家庭关系或学校职场人际关系并不热衷。此后，以御宅族和追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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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趣缘人际关系蓬勃发展。对于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来说，移动互联网和虚拟世界高

速发展的时代给她们提供了维系趣缘关系的新的交往空间，发展了对自身社会交往而言具有

重要意义的趣缘人际关系，个人独立的愿望与渴望家庭牵绊的愿望此长彼消。 

2.日本人的恋爱家庭文化 

山田昌弘认为日本人发展亲密关系并不如西方人那样自如。他指出，日本人从古至今都

不是擅长恋爱结婚的人种，日本缺乏享受男女交往的文化。如今，本就不发达的日本人的恋

爱文化也逐步消退。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市场的产生，恋爱市场毫无准备地开放，不擅长恋爱的

日本人的恋爱苦手加剧了少子化进程。山田指出日本社会未婚化的原因事实上是想结婚却结

不了婚，9成人对结婚持向往态度。事实上，日本人对恋爱结婚并没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只

是对恋爱非常被动。 

2017年，明治安田生活福利研究所进行的“15~34岁的恋爱和男女交往——男女交往、

结婚相关意识调查”显示，15~24岁的未婚男性中约 7成和未婚女性中 6成以上是对恋爱消

极、被动派（草食系），男女都有约 1成是对恋爱漠不关心派。没有和恋人交往经验的草食

系男性占 4成，女性占 3成。但是，即使现在没有恋人也想要有恋人的草食系男性占 7成，

女性占 8成。草食系男性的 72.3%和草食系女性的 75.9%认为“关于恋爱，自己的男女交往

的现状令人寒心、讨厌”，草食系男性的 65.0%和草食系女性的 77.8%回答“羡慕有恋人的

朋友”。向没有交往经验的人询问理由时，男性中“不知道如何进行男女交往”的比例最高。

在没有交往经验的男性中，20代后半的 36%和 30代前半的 35.0%是因为不知道男女交往的

方法而没有恋爱经验。日本不发达的恋爱文化与发达的偶像文化相遇，必然结果就是拟态亲

密关系的出现和壮大。 

3.日本社会的拟态家庭传统 

河合隼雄在《家庭的牵绊》一书中，揭示了日本家庭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拟态家庭｡ 

过去，日本人以家族血缘为基础形成家庭，人们在家庭中卸下紧张感｡然而如今，人们

却为家庭关系倍感压力，并从家庭之外寻求安宁。
[34]

有人为了逃离与家人关系而在家庭之外

构建了拟态家庭，躲避与家人的矛盾｡ 

例如日本人对酒吧老板娘的称呼为“妈妈”，而酒吧的男性顾客也常与酒吧老板娘仿佛

恋爱般打情骂俏，因为有着服务业的商业属性，对于消费者来说这种拟态家庭关系比真正的

关系更加轻松和简单。“说到底，“酒吧妈妈”这种职业在日本以外还有吗？当然，哪个国

家都有女性服务的酒馆吧。但是，在酒吧的吧台里，有时会上演模拟恋爱，有时会代替母亲

轻轻训斥，打开烦恼的男人们的心，为他们提供某种心理咨询的女性，这种酒吧文化也是很

少见的吧。日本的男人们渴望向女性撒娇却无法成功，以至于温柔地包容在家庭和社会中无

法治愈的心灵就变成了酒吧妈妈的一种生意呢。”
[35]

 

另一个例子是，家庭成员非常热衷于某一项活动，就常出现和参与活动的伙伴们形成了

拟态家庭的状况｡[36]
伙伴之间拥有相似的看法，常常赞成彼此并相互慰藉，却不会向对方展

示阴暗的一面，更不会发生冲突，这种交往让人内心感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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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人相似，许多日本少年离家出走后进入了某种意义上比家庭有着更强牵绊的人际关

系中。比如在暴力团体中形成了一种拟态家庭的关系｡ 

早在日本社会刚开始接触西方思想的时候，就有不少文学工作者切断了与家人的牵绊而选择

离家出走｡但这些人之间同样逐渐形成了“文坛”这个拟态的家庭关系｡ 

日本社会具有拟态家庭和拟态恋人的传统，所以当偶像文化兴起，偶像就作为身边的对

人关系的代理，承担了拟态恋人和拟态家人的角色。 

七 总结 

日本拟态亲密关系型粉丝的拟态亲密关系是粉丝纯粹情感的表现方式。在形式上与现实

恋爱区别很大，在情感状态上与单恋极为相似，其注重给予的本质与爱的本质相通。
[37]

异性

的浪漫情感作为偶像-粉丝拟态关系出现的心理基础，日本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日本家庭的

固有矛盾作为偶像-粉丝拟态关系出现的体制设施。拟态亲密关系展现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人的情感的两难的社会现实，纯粹的情感关系与经济交换挂钩，偶像产业为了商业利益无节

制地迎合购买者的情感，私有制家庭的经济功能的存在阻碍情感功能的完整实现，使粉丝始

终处于向往情感导向型恋爱却难以达成情感导向型婚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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