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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biliWorld的奇点漂移：
从社区派对到亚洲文化地标

晨报记者 苗夏丽

七月的上海， 空气中弥漫
着湿热的季风与无尽的期待。
在上海虹桥的国家会展中心，
正上演一场席卷亚洲的文化风

暴。几十万年轻人，从五湖四海
涌向这里，奔赴一场名为 Bili鄄
biliWorld（下文简称 BW）的盛
大朝圣。

对于熟悉它的人来说 ，
BW 是 B 站这个庞大线上社区
在线下的具象化身，是“梗”与
“爱”的交汇地，是一年一度的
“大型同好面基会”。 而对于上
海这座致力于打造全球文化枢

纽的城市而言，BW 已然成为

其“文旅商体展”版图上一张越
来越闪亮的王牌。

2025年 ，BW 喊出了一个

石破天惊的目标：“超越日韩头
部漫展，成为亚洲最大”。 这背
后，是场地、票量、展商数量的
历史性跃升，更是一次关乎“质
变”的野心宣告。

我们独家专访了这场 “超
级进化”的操盘手———Bilibili鄄
World 总负责人谈振宇。 在他
的讲述中， 我们试图解码 BW
如何从一场社区派对， 一步步
走向亚洲文化地标的 “王座”，
以及它如何在这场宏大的 “奇
点漂移 ”中 ，坚守 B 站那份独
特的“醍醐味”。

�一场蓄谋已久的“自然选择”

“战略奇点”———当我用这个充满科幻色
彩的词汇来定义BW2025年的跃升时，谈振宇
却给出了一个更为沉稳的答案。
“BilibiliWorld 从 2017 年举办至今，实

现场地、票量、展商等等多个维度的突破，更像
是一个自然积累的必然结果，”他说，“BW在
中国最大的二次元社区生长起来，丰富的内容
供给+庞大的用户基数，我们没理由做不好。”
在谈振宇看来，BW的成功，根植于B站这

片肥沃的土壤，是社区力量在线下的必然投射。
当然，这片土壤也离不开阳光雨露。“从外

部来说，要感谢上海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谈振宇毫不讳言，“这座包容且充满年轻活力
的城市吸引了大量年轻人与年轻文化，BW作
为上海青年文化的重要活动之一，受益匪浅。”
这正是BW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完美共生。BW
需要上海这样高效、开放、具备世界级会展能
力的平台，来承载其日益膨胀的梦想，上海借
助 BW吸引全国乃至全球 Z 世代目光的顶级
文化 IP，来充实其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内涵。
实际上，从 2019 年尝试“一年三地”（广

州、上海、成都）的广度探索，到如今聚焦上海
做深做透，用谈振宇的话说，希望“立足上海，
把我们的厂商资源、IP 资源、社区资源等集中
在一个线下，打造一场极致的ACGN综合性展
会，再持续扩大在全国、甚至海外的影响力。”

韧性与在场感的再发现

通往“亚洲最大”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2022 年，因不可抗力导致的 BW取消，对任何
一个连续举办的品牌都是一次重创。
那段“暂停”，却意外地成为了一次深刻

的“内观”。“不仅是错过了一个假期和关键节
点，更像是给持续高速运转的线下活动按下了
暂停键。”谈振宇回忆道。然而，团队并未停摆，
他们在线上目睹了用户对 BW的讨论热度不
降反升，对线下重聚的渴望喷薄欲出。
“我们深刻意识到，线下活动的‘在场感’

并非简单的空间聚集，而是用户对深度情感连
接、沉浸式互动体验的渴望具象化。”这次“停
摆”让团队完成了对线下活动本质的再认知。它
不再仅仅是一场展会，而是共同文化记忆的创
造，是真实社交的刚需，是归属感的终极体现。
这份认知，直接催生了 BW在体验设计上

的“进化”。2024 年的“动画七八定律”主题，
以及广受好评的“BW成就系统”，它巧妙地将
线上社区的“做任务、拿成就”逻辑复刻到线

下，让每个参与者都成为故事的主角。
谈振宇分享了一个案例———“小操

场”。“我们整合宅舞区UP主的内容，
用户打开B站APP，就能通过重力感应
跟随宅舞片段舞动并实时计分。”这种
设计，让普通用户、UP主、IP 方、平台的
需求找到了完美的交集点。“不再是穿
梭于展台间的旁观者，而是我们现场的

主角，这也是我们希望用户在 BW收获的核心
记忆。”

在 40万人的洪流中
守护“醍醐味”

规模化是商业的追求，但也可能是社区文
化的“稀释剂”。当 700家展商、40万人的洪流
涌入，BW 如何避免沦为同质化的 “拼盘漫
展”，守护B站那份独特的“醍醐味”？
“学习，和保持开放性。”谈振宇的回答直

接而坦诚。他们每年研究全球各大漫展，同时主
动扩展边界，将游戏、科技、UP 主、痛车等元素
有机融合，形成巨大的“兴趣交叉”。
更重要的是，BW在机制设计上，始终为

“为爱发电”的创作者们留足了空间。“今年
BW共有 9大展区，其中UP主空间、模魂英
雄、梦幻集市等展区都是提供给个人创作者
们，”谈振宇列举说，“包括 100+ 个虚拟主播
及同人摊位，梦幻集市创作者摊位 300+个。确
保他们在 BW享有和品牌厂商们同等的分区
级别和交流空间。”
在这里，UP 主的角色也变得多元而立体。

他们不再是单纯的舞台明星，而更像是整个场
域的有机组成部分。
谈振宇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可能整个

活动都像一场大型的ACGN沉浸舞台剧。UP
主们在台上表演，下了台也会去排自己喜欢的
签售会，去买自己喜欢的谷子。”他们既是嘉
宾，也是观众，是内容共创者，更是社区文化的
鲜活节点。
这种社区氛围，自然也成了“梗文化”的最

佳发酵皿。当谈及现场爆火的梗时，谈振宇笑了
起来。他提到每年BW似乎都会下雨，而《碧蓝
航线》的海报“指挥官，欢迎回港”在雨中显得
格外应景。这种用户自发的“找乐子”，被他精
准地概括为“平静的疯感”。这种懂得自娱自
乐、乐于分享的精神，让 BW的线下内容在线
上二次发酵，形成了无穷尽的文化涟漪，也让品
牌方看到了与年轻人同频共振的最佳路径，比
如滴滴青桔与《黑神话：悟空》联动的“痛单
车”，就是一次“一起整活”的成功范例。
而最能体现 B 站精神的，或许是那个“二

次元天使”的故事。2023 年 BW现场，一位观
众突发晕厥，一个 Cosplayer 女孩立刻冲上前
去专业施救。事后人们才知，她是苏州大学的一
名在读医学硕士。
“这个事情既典型也普遍，”谈振宇对此感

触颇深，“BW给他们提供的是一场三天的‘象
牙塔’或‘乌托邦’，每个人可以 cos 自己喜欢
的形象，不必在意现实生活中的角色。但当遇到
紧急情况时，却又能立刻转换到自己的现实角
色中提供帮助。”
这就是 BW，这就是 B站。它是虚拟的梦

境，也是真实的守护。

从“亚洲最大”
到“全球同好欢聚地”

回到 2025年的目标。在谈振宇心中，“亚
洲最大”绝非仅指面积和人数。从 2023 年的
21万人次，到 2024 年的 25万人次，再到 2025
年场地与票量同步增长 30%，线上预约在开展
前两周就已突破 80 万———数字的背后，是 IP
首发数量、全球影响力、内容创新模式乃至文化
输出能力的全面对标。
BW希望向世界讲述一个怎样的“中国 Z

世代文化故事”？答案是：“一个沉浸体验、热爱
共赴的线下盛会，展现中国 Z世代群体的内容
创作力、文化包容性。”
当被问及 BW的“终极形态”时，谈振宇

许下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十年后的 BW或许
可以遍布全球……随着AR、VR等技术的提升
能实现全球同步体验线上虚拟 BW，但我个人
还是倾向线下依然是重要的体验形式，现实世
界里的同好欢聚感不可替代。”
这或许就是 BilibiliWorld 的终极答案。

无论技术如何变迁，宇宙如何折叠，那份跨越山
海、只为一次“在场”相聚的热爱，那份在人潮
人海中找到同类的欣喜，永远是这场文化盛宴
最核心的驱动力。
从一个社区的小小派对，到一个城市的文

化名片，再到一个洲际的文化地标。Bilibili-
World 的“奇点漂移”，才刚刚开始。而谈振宇
和他的团队，正驾驶着这艘满载着 Z世代热爱
的巨轮，驶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专访 BW总负责人谈振宇

凸变电视台记者 幸运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