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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社会化媒体营销的核心在于创造优质内容﹐通过创造

优质的社交互动内容让观众关注剧集﹐ 主动参与剧情讨

论﹐最终将影视剧传播给更多观众。 因此﹐如何制定合理、
有效且优质的社交互动内容是“IP剧”进行社会化媒体营

销的关键任务。 本文通过分析影视剧中复杂的人物关系﹐
进而探索如何创造优质的互动内容。 现阶段﹐“IP剧”主要

采用人工的方式确定社会化媒体营销中使用的内容素材。
这种人工的方式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分析的结果与分析者

对复杂关系的主观认知相关﹐不同的分析者可能得出不同

的结论﹐很可能出现互动热度预判失误﹐最终弱化社会化

媒体营销的效果。 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文使用文本挖掘

的方法从“IP剧”小说原著的文本中提取复杂的人物关系

网络﹐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挖掘优质的社交互动内

容﹐从而指导“IP剧”社会化媒体营销。
二、 文献综述

1. “IP剧”。 “IP”即“Intellectual Property”﹐直译为“知
识产权”。 在文学领域﹐“IP”指的是可被再生产、再创造的

文学作品版权。“IP剧”便是经由作者授权后以网络小说为

基础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主要包含电影、电视剧、网络剧三

类。 随着国内“IP剧”的日益火爆﹐对“IP剧”进行的研究也

不断增多。 现阶段﹐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

先﹐有关“IP剧”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研究。例如﹐王爽

(2015)分析了“IP剧”大热的原因﹐并建议对“IP”热进行业

界监管。其次﹐“IP剧”改编策略研究。孟艳(2013)梳理了网

络小说影视剧的历史进程﹐归纳了网络小说影视剧的改编

方式和改编类型。最后﹐“IP剧”产业链开发研究。例如﹐唐
莹莹(2016)从上游、中游、下游三个角度对“IP”产业链进

行分析﹐建议企业对“IP剧”提前做好全产业链规划。 综上

所述﹐国内研究较少针对“IP剧”的营销策略进行分析﹐在
研究中弱化了营销对于“IP剧”成败的重要作用。
2. 社会化媒体营销。 社会化媒体是人们用来分享意

见、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与传统媒体不同﹐社会化媒

体允许用户进行内容创造和交换。常见的社会化媒体包括

微博、微信、论坛、博客等等。 热播“IP剧”《花千骨》在播出

期间积极利用微博引导观众进行讨论﹐相关话题阅读人次

达到 89.6亿﹐讨论次数近 1 188.4万次﹐对剧集的热播起到

了重要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社会化媒体营销对“IP剧”的
传播有重要推动作用。

社会化媒体营销策略一般包含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
选择哪个社会化媒体平台﹐第二﹐社交互动的形式是什么﹐
第三﹐社交互动的内容是什么。 营销人员通常会同时使用

多种社会化媒体平台﹐ 且同时采用多样的社交互动形式。
因此﹐确定社交互动的内容往往是“IP剧”社会化媒体营销

的难点。 但现阶段﹐并没有学者针对如何确定社交互动内

容给出深入的指导意见。例如﹐袁月明(2016)指出﹐“IP剧”
在营销阶段需要通过社会化营销策略维持热度﹐营销团队

应该“提前备料﹐梯队投放﹐实现观众互动”﹐但研究中未说

明如何进行合理的营销话题挖掘。覃思思(2014)认为利用

微博制造巧妙的话题可以让网友参与到话题讨论中﹐从而

让影视剧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但也并未说明如何巧妙的

设置微博话题。 因此﹐鉴于“IP剧”社会化媒体营销的重要

性和社会化营销的难点﹐本研究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

法确定适合“IP剧”的社交互动内容﹐从而指导“IP剧”社会

化媒体营销。
3. 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是通过定量的方法分

析社会网络中节点之间的关系。 区别于非网络分析﹐社会

网络分析不再将行动者当成独立的个体﹐处于社会网络中

的行动者不仅具有自身属性﹐ 还具有与他人的社交关系。
近年来﹐ 社会网络分析已经成为营销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他比传统的方法会带来更高的精度。 例如﹐Goel和 Gold-
stein(2013)通过对超过 1亿的在线用户进行分析﹐预测了

不同的用户行为﹐包括对在线广告的回应、线下商店的购

买以及加入某个娱乐组织。 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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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结构数据的模型比仅仅有人口统计信息和行为信息

的模型在预测精度上要提高很多。
此外﹐社会网络分析也广泛的应用在文学作品中。 El-

son等(2010)抽取了 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网络。
Agarwal等(2013)主要从技术上探索如何精准的提取社会

事件和社会网络﹐并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进行了实践。
Nalisnick和 Baird(2013)分析了莎士比亚戏剧﹐发现了戏剧

中的小世界网络性质。 通过对“IP剧”原著进行社会网络分

析可以找到网络中的中心人物、边缘人物、意见领袖、资源

掌控者以及小团体或派系。基于对社会网络分析的结论﹐营
销人员则可以针对每个人物的特征和派系关系制造相应话

题﹐进行社会化媒体营销。 综上所述﹐引入社会网络分析的

方法有利于解决“IP剧”在社会化营销中的难点。
三、 社会网络分析

本文以 2017年热播“IP剧”《人民的名义》为例﹐试图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探索优质社交互动内容的设计。
构建网络结构之前首先要确定节点﹐这就需要识别《人民

的名义》小说中的人物﹐对小说中属于同一人物的不同名

称进行合并﹐如侯亮平、老侯、侯子、侯局长都是指同一人

物。 本文采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基于多层

HMM模型 NLPIR/ICTCLAS 分词系统进行中文人名的识

别。 根据 NLPIR/ICTCLAS分词系统的人名实体标注结果﹐
人工判断了属于同一人物的不同名称﹐ 最终识别出 47个

人名。 这47个人物即网络中的节点﹐接下来需要定义节点

与节点之间的边﹐即人物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将人物间的

关系定义为﹐若两个人物在同一段落中出现﹐则认为二者

之间存在一条关系﹐且是无向的。 本文用邻接矩阵表示上

述网络结构。 为了区分人物之间关系的强弱﹐需要对关系

赋以权重﹐从而得到加权的网络结构。 这样﹐最终建立了

47个角色的无向加权网络邻接矩阵﹐ 后文的社会网络分

析将基于这个邻接矩阵。
1. 单节点中心度分析。 本文采取点度中心度(De-

gree)、接近中心度(Closeness)和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来进行节点中心度的分析。三个中心度都很高的人物往往

就是文学作品中的领导者﹐侯亮平、高育良、李达康、祁同

伟符合三个中心度都高的特征。 领导者中﹐如果某些人的

点度中心度和中介

中心度显著高于其

他人﹐那么这些人物

很可能是故事暗线

中的幕后指使者。以
侯亮平和高育良为

例﹐他们的中介中心

度明显高于李达康

和祁同伟﹐这说明侯

亮平与高育良属于

掌握关键资源的领

导者﹐是全文其他角

色建立关系的桥梁。

如果小说存在暗线﹐则这两个人物中出现幕后指使者的概

率极大。 低点度中心度、高中介中心度的人物是对社会网

络流动至关重要的人物。 陈岩石正是这种人物的代表﹐虽
然陈岩石的点度中心度最低﹐但中介中心度仅次于侯亮平

和高育良﹐ 这说明陈岩石可能是连接几类人群的重要桥

梁。 低点度中心度、高接近中心度的人物是与主角有关联

的关键人物﹐即主角的跟随者。从表中可以看到﹐虽然各人

物的点度中心度在下降﹐但这些人物的接近中心度却下降

的不明显﹐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说明﹐主角的背

后有众多小人物支撑﹐这些小人物间联系紧密﹐与主角一

起推动着剧情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挖掘人物之间的关系﹐探索其中的派系或

社群﹐下面依次进行了派系分析、动态社群分析以及双模

网络分析。
2. 派系分析。 派系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凝聚子群。

所谓互惠﹐ 指的是一个派系中的任何两点都是直接相连

的。 具体分析之前﹐需要对之前的加权网络结构进行离散

化﹐具体为﹐给定临界值 c﹐节点间关系的强度不小于 c的

定义为“1”﹐否则为“0”。本文将临界值 c定为 15﹐即两个人

物出现在同一段落中的次数大于或等于 15。基于离散化的

网络﹐去除 13个孤立的节点﹐对剩下的 37个节点形成的

网络进行派系分析﹐共找到 22个派系﹐每个派系中﹐任何

一对节点的关系强度都不小于 15﹐并且派系外任何一点到

该派系中的所有点的关系强度都小于 15。
根据派系分析得到的结果﹐6人以下组成的派系重叠

程度较低﹐这些派系是小说中相对独立的小团体。 从剧情

来看﹐这些小团体确实符合剧情。例如﹐派系 17中﹐侯亮平

与钟小艾是夫妻﹐高育良是他们共同的老师。 派系 18中﹐
刘庆祝与吴彩霞是夫妻﹐侯亮平曾经为了调查刘庆祝的死

因而与其妻子吴彩霞接触过；派系 21中﹐李达康与欧阳菁

是夫妻关系﹐王大路是夫妻二人共同的朋友。
3. 动态社群分析。 下面对 47个人物构成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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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进行社群分析﹐并使用 Gephi对划分后的网络进行可

视化。 随着小说情节的动态变化﹐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将

发生动态变化﹐社群的划分也会不同。 因此﹐本文将《人民

的名义》小说的 54个小节简单划分为 5部分：第 1节~第
10节﹐第 11节~第 20节﹐第 21节~第 30 节﹐第 31 节~第
40节﹐第 41节~第 54节。 根据动态社群分析的结果﹐我们

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从社群包含的成员来看﹐随着小说情

节的动态发展﹐社群的数量和社群内成员的构成也发生了

变化。 人物隶属社群的变化往往意味着剧情发生突变﹐例
如小说的第一部分有 3个社群﹐第二部分发展为了 4个社

群。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高育良、李达康、陈岩石是一个社

群的成员﹐而发展至第五部分﹐高育良与李达康分别属于

两个社群。 因此﹐李达康和高育良在剧情初期隶属于一个

阵营﹐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分裂至两个社群。其次﹐从社群

内的重要节点和重要关系看﹐社群内节点越大﹐该节点的

地位越重要﹐边越粗﹐两个节点间的关系越重要。以图 1为

例﹐社群的重要节点是侯亮平、陈海、蔡成功、丁义珍、季昌

明、和高小琴﹐重要关系主要包含陈海与侯亮平间的关系、
蔡成功与侯亮平间的关系。 最后﹐从连接不同社群间的重

要节点来看﹐直接连接不同社群的节点是两个社群信息流

动的关键人物。 以图 1为例﹐蔡成功和侯亮平分别是各自

社群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同时﹐侯亮平与蔡成功两个节

点直接相连﹐且直接相连的边较粗﹐这说明二者联系紧密﹐
蔡成功所在社群的信息可以通过蔡成功这个节点流向侯

亮平这个节点﹐从而进一步流入侯亮平所在的社群内部。
4. 双模网络社群分析。小说中的人物还会通过他们隶

属的组织而联系在一起。同时考虑人物和组织两类节点集

合的网络称为双模网络。 《人民的名义》 主要存在四大组

织：山水集团、大风厂、政法系和反贪局。 本文构建了 4大

组织与 47个人物的双模网络﹐ 通过分析组织—人物双模

网络中每个组织节点与各自相连的人物节点的关系﹐可以

找出每个组织的核心人物。 例如﹐高育良这个人物节点与

政法系这个组织节点的边最粗﹐说明高育良与政法系在同

一语境下的共现频率很高﹐因此高育良很可能是政法系的

核心人物。此外﹐通过分析人物与不同组织的关系﹐可以找

到与多个组织都有联系的人物。例如祁同伟这个人物节点

与政法系这个组织节点的边较粗﹐并且与山水集团这个节

点的边也较为明显。 从原著剧情来看﹐祁同伟是政法系的

核心人物﹐但却与山水集团有勾结。类似的﹐蔡成功与山水

集团、大风厂和反贪局都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最后﹐通过分

析人物与组织是否属于同一社群可以判断人物的阵营倾

向。例如﹐侯亮平是反贪局和政法系的核心人物﹐是连接政

法系和反贪局两个组织的连接桥梁﹐但是侯亮平从阵营上

隶属反贪局。
四、 总结与讨论

1. 主要结论。本研究运用文本挖掘和社会网络分析的

方法对“IP剧”原著中的人物关系网络进行了分析。 首先﹐
通过单个节点的中心度分析﹐ 识别出了小说中的领导者、
幕后指使者、桥梁式人物和主角跟随者。其次﹐通过派系分

析﹐识别出了不同派系的人物构成﹐发现 6人及 6人以上

的派系重叠度较高。第三﹐进行动态社区发现分析﹐将小说

按照节数分为 5个部分﹐ 针对每个部分进行社区发现分

析。社群分析的结果可以帮助营销人员发现社群成员的变

化情况﹐找出每个社群中的重要人物和帮助社群间信息流

动的桥梁式人物。 最后﹐对组织—人物双模网络进行社区

发现。
2. 营销启示。 通过对“IP剧”的原著文本进行社会网

络分析﹐ 可以帮助营销人员合理规划和设计社交互动内

容。 首先﹐对单个节点进行中心度分析可以确定人物的特

定作用﹐不同作用的人物应该采取不同的社会化媒体营销

策略。以领导式人物为例﹐他们往往是“话题制造者”﹐不论

剧情发展到哪个阶段﹐围绕领导式人物创造话题往往能够

引发较好的社交效果。 其次﹐对所有节点进行凝聚子群分

析可以确定“IP剧”中的派系和社群﹐派系争斗和社群变迁

往往是社会化媒体营销的重点。通过派系分析获得的单个

小团体的内部关系以及小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作为

社会化媒体营销的话题。再者﹐依据动态变化的社群特征﹐
营销人员可以进行分阶段营销﹐针对不同时期的剧情找到

不同的热门话题﹐从而保证话题的新鲜度。最后﹐通过分析

“组织—人物”双模网络﹐可以找出每个组织的核心人物。
这些核心人物是营销的长期重点。
3. 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本研究的不足和局限主要体

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社会网络分析﹐
研究中涉及的人名和组织识别都是通过分词简单实现的。
近年﹐ 自然语言处理域关于命名实体识别的算法发展迅

猛﹐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进行更加

精确的识别﹐提升网络构建的效果。 第二﹐双模网络分析

中﹐本研究只考虑了组织—人物构成的双模网络﹐未来还

可以考虑更多的节点类型帮助梳理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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