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心、童心、爱心、
赤子心，就是萌。

萌与互联网+，萌又
与艺术+。

萌+互联网+艺术，
让每一粒沙子都有IP地
址，让每一个人都有生
态系统。

或许，网络时代可
以有这样一种新的启蒙
方式：借助自媒体的自
我启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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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一直都有；童心一直都有；庄周烂漫，丛林禅趣，也一直都有。中国
从来都不乏由它们成就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但今天，这些本来的东西突然间有了一个新的说法：萌。
“萌”究竟来自哪？产生它的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形态？为什么本来属于

特定亚文化的说法，今年会变成了全社会的流行语？
然而，更重要的不是词语的流行，而是“萌”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的流

行。自从新华社发布了总书记的萌形象，今天不仅领导萌、故宫萌、警察蜀
黍萌，国企大哥也萌……似乎以前越是高大上的今天越要萌，以前越“端”在

神台上的今天越会萌！究竟是怎样的文化审美形态和社会舆论背景催化了
“萌”的普及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艺术如何与“萌”结合？我们如何“萌”
得更艺术，又如何让艺术更“萌”？

本期《数字艺术》的话题是“萌”，在这期话题里，我们将看到“萌”在今天
的三个代表性形态：在《我的三个“萌”梦想》中，著名漫画家缪印堂总结的是
艺术之“萌”；在《不忘初心，自我启“萌”》中，大V策马入林讨论的是生活之

“萌”；在《政企新媒体的人格化表达》中，以“国资小新”为代表的一群小盆
友，展现的是治理之“萌”。在《“萌”的生长》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高寒凝

让我们看到了萌的二次元文化根源；在《萌：网络文艺“赢取下一代的战争”》
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庄庸更是明确提出：

“卖萌”所折射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二次元”和“亚文化”的文艺先锋问
题，而是一种大力发展网络文艺“赢取下一代的战争”的文化创新问题。

我们组织这一期“萌”话题，不仅为了学术讨论，更为了实践上的创新。
我们希望投入这“萌萌哒”的时代潮流，让思想更“萌”、行为更“萌”、生活更

“萌”、创造更“萌”。
——编 者

什么是萌？
萌，既是一种实体，如幼芽和

孩童；萌也是种状态，因此虽然老
了，但老头也可以“萌”。

萌的内涵很丰富：天真、真实、
质朴、纯洁、可爱、可笑、幼稚、傻
愣、新鲜、新生……

因为生命中含有这类元素，因
此万物皆萌，也皆可萌。

我没想过卖萌，甚至最近才知
道什么是“萌”。

但我的漫画的确有“萌”，我想
表达和寻找的那个东西的确有

“萌”的存在。
我想说的是，“萌”不仅为漫画

独有，它也是跨艺术的，它存在于
动画、漫画、摄影、杂技等一切艺术
形式中。所以我想，是否能建立有
一种“萌”的艺术，“萌”是否能成为
一种独立的审美风格？

“萌”给孩子带来乐趣，让成人
找回童心，给艺术增加魅力。

因此我有三个“萌萌”的梦想：
我希望有个展示和会聚“萌”艺

术的网络平台，就叫他“萌萌哒”。
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萌图萌视
频，也可以上传自己的萌图萌创
意。我觉得好的东西不一定要花很
多钱，只要能找到那个点，把大家调
动起来，这个网络平台也不一定要
花很多钱——我们不做很贵的艺术
搞很贵的建设，但我们可以做很

“萌”的艺术，搞很“萌”的建设！
我梦想有个致力于“萌”艺术

的创研中心机构。该机构创造、提
供具有新意的、健康的“萌艺术”产
品。它将动漫、游戏、杂技、舞蹈、文
学乃至体育领域的有志人士联合
起来，艺术在这里交流合作，互融创
新。我们也可以建立文化公司，将

“萌”艺术作品推向社会，让“萌”艺
术家和社会有更多联系。这些作
品除了保持展示性外，也应该有互
动性，让大观众和小观众也参与进
来，大家一起表演、一起动手，保持
全民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

我还梦想有一支关于“萌”艺
术的理论队伍。该队伍能从各种
萌艺术中，提炼出一种萌的审美风
格，把它说清楚，把它整理出来。
什么是萌，为什么“萌”这么动人，
萌在绘画、杂技、摄影中是怎么体
现的，萌在游戏、剪纸、风筝等民间
艺术中是怎么体现的，萌是如何与
生活结合的，如何与儿童结合的，
如何与成人结合的，如何与我们老
人结合的等等。

最终，我希望能创造出一种
“萌”的艺术形态。这种跨界的艺
术，更需要合作和融会。中国文联
具有强大的实力，我觉得可以尝试
组织“萌”艺术；但网络也有它自己
的方式，或许“萌”艺术已经在网上
发生。

我不是艺术家，我是“艺术+”，需要
“艺术家/+”去连接和包容。

我觉得，萌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生
活态度，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生态系
统。我的题目，叫不忘初心、自我启萌。

“不忘初心”一开始是网络用语，一直是文
艺范儿小清新的网络用语，现在上升到政
治话语，天下皆知。我这里讲的初心，就
是童心、爱心、赤子心。“自我启萌”就是这
个“萌”，其实和那个“蒙”也是有关联的，
不“萌”而蒙，就是无趣、蒙昧。“萌”不是凭
空而来，“萌”到达了一种境界，萌就是美，
可爱才美丽，好玩才有趣、才美。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特别是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自媒体的兴起，我们的世
界日益多样、多变、多元。这个“萌”就由
民间慢慢上到台面，由个人风格变成了共
同追求。其实“萌”体现了幽默，善于发现
魅力，善于化腐朽为神奇。你若芬芳、清
风自来，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就是这意
思。所以萌是凝聚力，萌是共识，萌是同
心圆。萌也是互联网建设治理的一种生
产方式和治理方法，可以凭借它的号召
力、感染力、到达力来推动公共服务。

我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帖来讲口述史，
是碎片化口述史的个人体验。碎片化是非
常大的一个概念，碎文化、碎时代，碎了以
后力量更巨大。自媒体门槛很低，能上网
就能说话，能说话就能实现完整传播，每一
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记录者、参与者、创造
者。现在，我想以我的微信为例，讲一讲我
是怎么利用移动自媒体自我启“萌”的。

如今人人都在刷存在、玩清新、晒小
确幸，我也不例外。前两天下大雨，我在
办公室发现两把伞，一把很卡通，另一把
也很卡通，就写道：猫头鹰和小鹿都是童
话主角，如果生活过成童话，人人都能当
主角。我把配词 PS到伞下，像水一样流
出来。此帖得到 150多个赞和跟帖，说明
触动了大家的“萌点”。后来有朋友互动
说：其实那天大雨倾盆，朋友圈里到处都
是大水照片，显得更加洪水滔天。她挤地

铁回家，浑身淋得半透，刷到我的这两把
伞，心情顿时转好，她回复到：“阴晴圆缺，
本来如此，何来抱怨，不如卖萌！”

我们院里有个古庙，旁边长着藤蔓，我
看着这两者出神，就编了几句：“蔓活一秋，
阅尽炎凉。庙活百年，弹指一挥……蔓说，
终有一天，东南雀飞，如何是好？庙说，好
吧，我们合为一词，以示美满。它们思考了
整整一季，离别前想出个词叫‘曼妙’，长情
而美好。”琢磨这些话，源头就来自对万物的
热爱吧，所以我开始写“植物记”系列，我本
来就认识一些植物，为了给我遇上的植物
都配上它们的“口述史”，我了解了更多植
物，现在我已经写到了第 80篇《玉米》了。
其实这些植物在我眼中都是“植物人”，它们
都会说话，都有感情，都有故事，它们无为而
无不为，我问候它们的时候，它们早已问候
过我。我想，我和植物之间的这种联系，就
是爱吧。爱，让万物都会变得更萌。

当然我和网络同仁交流的时候，看到在
座的都是青年人、小鲜肉，我说我是大叔，是
小小鲜肉，你们的童真都落在我心里了。我
在胡同遇到一群排队经过的孩子，我马上和
他们互动，那种幸福感很难用语言描述。我
见到打工子弟的孩子，很快和他们打成一
片，每句话都有趣。现在成人喜欢把儿童节
当成热门话题，说明童心已经唤醒，人们内
心变得温软，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曾
经都是孩子，我们依旧能是孩子。

我爱家乡高密，高密的一切对于我都
是那么可爱。知了夺门而入，栖于蚊帐，引
吭高歌，蝉鸣会不会驱走蚊虫？欢迎多多
来唱！蜘蛛大帅蹲守中军宝帐，逮到几多
蚊虫！三弟发来照片，撩我一寸乡愁——

我的家乡多么环保生态，人与虫儿和谐相
处！我爱家乡，一个重要内涵是爱父母，所
谓家有老就是宝，敬老如敬神。我陪七十
多岁的父母去公园玩，鼓励他们迈步走过
水上石块，回来PS成一连串动作图，用了
很多工夫，耐心来自情感。我觉得，孝是基
本道德，是我邦文明源远流长的核心动力，
没有之二。

办公室门口有一大庙，庙里有一棕猫，
一日棕猫遇上折翼大黄蜂，上演了一出科
幻小说《海伯利安》中的神话。我不会画
画，也不擅长写科幻，但我依旧能借助现成
的素材，成就了我日常生活中的科幻漫画。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这是习总书记说的。他还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讲，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
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
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拜我
国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所赐，互动空间、自
媒体给了每个人表达、记录、发现、提高的
机会，正在进入自己的精神家园。个体叙
事更加关注生活细节、人文现场，富有露
水和泪水，更有故事性、现场感、人情味，
更有温度、有品质、有思想，更加分众化、
个性化、人性化，所以感染力强、到达力
强。自媒体全民表达的文化新革命，强化
了个体权利感，从政治学上来讲就是分
权、赋权和确权，从社会学来讲是追求自
律、自净和自洽，从传播和经济学讲是凸
显蝴蝶效应、长尾理论和唤醒沉默大多
数，从心理学讲是倾诉倾听、安放心灵、释
放情怀和自我救赎。合在一起，可以归于
初心、童心、爱心、赤子心，就是萌。

我非艺术家，但我可以艺术+，当艺
术+遇上互联网+，这是人人艺术的时代，
也是艺术去哺育人人的时代。我梦想每个
人都能因为“互联网+”成为不忘初心、未
泯童心的“艺术+”，在这里，每一粒沙子都
有IP地址，每一个人都有生态系统。

（作者系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大会中国
网民代表）

“萌萌哒”的时代到来了吗？

办公室门口有一大庙，庙里有一棕猫，一日棕猫遇上折翼大黄蜂，我用手机摄影+PS+科幻小说《海伯利安》中的情节，
做出了我的科幻漫画《大黄蜂和大棕猫的“海伯利安”》，发在了微信朋友圈

我不卖萌，甚至最近才知道什么是“萌”。
但我想表达和寻找的那个东西的确有“萌”的存在。
我梦想能有一个新的艺术形态：“萌”艺术。

——缪印堂（著名漫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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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传统票友转换为社群粉丝

在传统印象中，昆曲艺术的票友应
该是中老年为主。与此同时，中国传统
戏曲的推广力度不够，目前很多戏曲演
出都要送票。其实，我们并不清楚自己
的粉丝到底有多少？中国的昆曲人口到
底有多少？他们来自哪里？这都需要我
们加大力度去研究。

通过大数据研究昆曲的观众群，
发现这种拍脑袋的经验太过保守。数
据证明昆曲的现有观众非常有活力。
在正式演出之前的沙龙中，为“魏王”
二位老师伴奏的就是一名特意从海外
回来的留学生，她在出国之前就非常
喜欢昆曲。

北京繁星戏剧村的社长举了日本
的案例，日本民族音乐协会做京剧在日
本的推广，53 场全满。他们有 2000 万
会员，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不
同于日本传统的会员方式，在移动互联

时代，可以通过社群的方式，把票友转
换为粉丝。本次活动完全采用社群传
播的方法，没有用传统媒体，甚至都没
有用“微博大 V”。社群的力量非常强
大，在《寻找 240个知音，用美好成就美
好》推送的三天内，阅读量就已经达到
5000以上，覆盖人数达到 4000，转发人
数达到1300。

截至7月1日晚23点，已经有210位
知音在众筹网上支持赞助，众筹款项高
达68818元，并且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众
筹的网友建立了微信群“一起去看《玉簪
记》”，人数持续增长。众多粉丝在微信
社群里面探讨演出内容、分享照片和心
得体会。

魏春荣没想到第一次众筹会如此成
功。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探索，证明昆
曲非常有活力。孙岩琨认为，众筹不仅
仅是筹备演出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关注
昆曲人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等待日后
萌发。

增强戏曲的体验和互动

戏曲是一门临场体验感很强的艺
术。如何突破传统剧场现场体验人数有
限的瓶颈，通过“互联网+”来增加体验感
和互动，是推广的难题，目前我们尝试的
解决办法有以下几个：

一是引入直播平台，进行网络直播：
通过现场调查发现，参加沙龙的观众中
有一个特点，大部分观众之前没有看过
昆曲的现场演出，而只是通过互联网视
频和口碑喜欢上了昆曲。把粉丝从线上
吸引到线下的过程中，网络视频的传播
可谓功不可没。引入了目前流行的直播
模式，对沙龙见面会和正式演出进行直
播。在众筹正式演出开始前，网络播放
量就达到了数万人次。

二是观影体验从台前延伸到台后：
在直播过程中，把观影体验从台前延伸
到台后，对二位演员的化妆过程等也进

行了直播，帮助粉丝对戏曲传统和知识
增强了解，提高话题关注度。

三是图片直播：引入图片直播平台，
通过专业的图片摄影+互联网分享，大大
提高了现场图片在社群的传播力度。

四是沙龙见面会：对粉丝安排演出
之前的沙龙见面会，进行话题讨论和活
动预热；演出结束后，二位演员与骨灰级
粉丝共进晚餐。

改变观演和定价模式

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将观众进行
精确细分，并替代传统剧场的定价模
式。对昆曲市场分析显示，演出市场的
整体价位在300-400元之间，上海、江浙
一带比北京略高。沈立勤说，我们当时
有个希望，就是让大家通过众筹能够看
上物美价廉的演出，让大众走进昆曲这
一高雅的艺术殿堂。

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看昆曲是在亲友

的陪伴下，因而设计出一款“知音票”，让没
有剧场经验的年轻人可以在老戏迷的带领
下走进剧场。另外，传统的演出模式没有
演员与观众互动的空间，这次设计的“情怀
票”则满足了老戏迷与演员交流昆曲的情
感需求。“情怀票”在众筹的第二日全部售
罄，意料之外的惊喜其实是对人群需求的
准确洞察，并满足了他们的情感出口。

探索“昆曲+互联网+大数
据”成功模式

这场由“互联网+”驱动的昆曲众筹
演出，可以说是昆曲的一次重要探索，从4
月开始启动，5月开始寻找240名知音，6
月开始众筹，累计众筹超过10万元。活
动创造了2016年昆曲市场的一次票房奇
迹，改变了多年来昆曲市场“叫好不叫座”
的老大难问题。

这是一场“互联网+传统戏曲”的成功
实践，也是传统戏曲进入“高级定制”时代

的一次实验，这个模式源于戏曲界、媒体和
IT行业的跨界合作，成功应用了众筹平
台、微信社群、大数据挖掘、视频直播平台、
图片直播等诸多互联网应用业务，实验了
平台模式、社群经济、共享经济、连接经济、
O2O等新型商业模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这种模式也提供了一种可被复制的“互联
网+传统戏曲”发展模式，延伸了传统戏曲
的产业链、构建了昆曲垂直社群、完成了对
粉丝的精确传播、探索了新型商业模式。

“互联网+”时代，传统戏曲和其他艺
术形态一样，正处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
路口。互联网科技以何种形式融合传统
戏曲，是本次众筹活动带给我们的思
考。科技不是冷冰冰的，科技是有温度
的，数据是有感情的。我们期待“互联
网+”能够推动中国古老美好的戏曲艺
术，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毕竟，科
技改变生活，艺术滋养人生。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大
数据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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