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苏墨

“抢不到，根本抢不到”“求票”“代拍”“跪

求”“救救孩子吧”“全世界就我没票”……当

这些生动有趣，甚至有些夸张的标签频繁出

现在各社交媒体和某闲置物品置换平台上

时，不用怀疑，一定又是有大型演唱会或是音

乐节开启了预售。

以秒为单位衡量售罄速度的销售模式，

反映了当前线下演出市场供不应求的火热场

面。在这个背景下，近日，在 2025 中国（成

都）演出交易会上举办的音乐演出市场发展

论坛，格外吸引人们关注。

好作品是源头

“万变不离其宗，好的音乐作品必然是演

出的起点，是吸引亿万观众奔赴一个又一个

演出现场的动因，也是推动整个音乐演出经

济发展的源头。”面对音乐演出品类的蓬勃发

展空前繁荣，环球音乐大众化区主席暨首席

执行官徐毅表示。

4月 25日至 4月 27日，凤凰传奇“吉祥如

意”2025巡回演唱会贵阳站，3场演唱会的门

票都是秒罄，超 57万人登记想看。不仅在贵

阳，5 月 23 日~6 月 1 日的北京站 6 场演出，截

至发稿，大麦平台上已经有 101.4 万人预约，

即便是开在鸟巢，也难以满足歌迷的现场观

看需求。

“能够统一一家三代的音乐审美、传唱率

高、现场互动性强，这些是我热衷凤凰传奇演

唱会的原因。我是从头到尾跟唱的，特别解

压，心情都好了。”刚在台州看完演出的歌迷

小仙儿告诉记者，真好听、真好看、真好玩，是

她从舟山专程去看演唱会的原因，她也预约

了北京站、青岛站的演出，“好的演唱会值得

一刷再刷，而不是简单打个卡。每次都很享

受，像一家好饭馆，百吃不厌”。

不只是凤凰传奇，去年一年数百位艺人

举办大型演唱会。刀郎、周杰伦、薛之谦、张

杰、许嵩等艺人，给市场带来了现象级的音乐

热潮。

“2024 年有 3.4 亿次的人点击了想看，这

个数字足以证明演唱会是当下消费的一种精

神刚需。观众选择看演唱会最大的动因仍然

是来自歌迷对某一位歌手和他作品的喜爱，

同时也是对沉浸式演出共振体验的一种期

许。”徐毅指出。

观众也是游客

和小仙儿一样，年轻群体更加注重体验

消费和情绪价值，可以不远千里跨城奔赴。

报告显示，2024 年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

为 64.2%，除演出票房收入外，直接带动观众

吃住行等综合消费超过 2000亿元。

在层出不穷、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演出

内容投向市场的当下，大量的观众愿意走出

家门、走出自己所在的城市，用脚投票，真正

去到别的城市去看演出，“经过 2023 年、2024

年演出市场的高速增长，‘跟着演出去旅行’

已经从一个口号、一个愿景变成了行业现象

和潮流趋势。”大麦总裁何弭在 2025中国（成

都）演出交易会开幕主论坛上表示。

何弭表示，2024 年大型营业性演出仍处

于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市场供给丰富，消费

活力旺盛，大型演唱会、音乐节作为重要文化

消费载体，正在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型引

擎，带动文旅产业从“流量经济”向“质量经

济”转型。

2024 年北京、上海、深圳大型演出票房

同比 2019年均增长了 4倍以上，稳步攀升，同

时，市场打破“春风不度玉门关”的魔咒，兰

州、乌鲁木齐等西北城市“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型演出票房呈几何倍数

增长，2024年度票房规模达到亿元量级。

针对跨城观演对文旅市场的带动效应，

何弭认为，经过 2023 年、2024 年演出市场的

高速增长，票根经济——多玩一天，多吃一

顿，多住一晚，成了广大消费者的常态化选

择，大型演唱会、音乐节也从文化消费载体，

变成了城市发展的新型引擎，带动城市交

通、住宿、餐饮、景区、文创等多个领域全面

开花。

拿着演唱会、音乐节门票的人，既是观

众，也是游客。例如，2024 年华晨宇火星演

唱会烟台站日出场观众规模累计达 13万人，

88.1%为跨省观众，演唱会期间，带动养马岛

景区接待游客 30.2 万人次，拉动消费 1.6 亿

元。2024 阿那亚·虾米音乐节跨城观演比例

高达 97%，三天带动秦皇岛阿那亚园区 4.2万

游客到访，园区产值同比上涨 170%。

还有继续繁荣的可能

报告显示，演唱会这一品类在各个年龄

层加速渗透，位居两端的青少年群体和 40岁

以上的观众占比分别是 3.6%和 11.3%，同比

2023年均有上涨。其中，刀郎 2024巡回演唱

会向银发观众破圈最为显著，50 岁以上观众

占比达 44.5%。

被网友们调侃为“孝心硬通货”的演唱会

门票，不限于刀郎，“抢票尽孝”的故事在刘德

华、谭咏麟、张学友、伍佰、刘若英等老牌歌手的

演唱会期间也屡见不鲜。可以预见，中老年观

众的加入，势必会给未来音乐演出市场带来深

远影响。

灯塔专业版显示，2024年，大麦平台累计

“许愿”用户规模达 1.36亿人次，累计“想看”用

户为 3.4亿人次，累计缺货登记用户达 1.6亿人

次，用户侧预约演出、关注演出动态已经形成固

定心智。何弭认为，当下大型演出市场仍处于

供不应求的状态，需求端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除了粉丝模式，业内越来越多人开始思

考，音乐演出市场发展如何从“流量依赖”转

向“价值共生”，实现从“为明星买单”到“为体

验消费”的转变。

随着观众群体迭代审美趋势转变，围绕

艺人与IP多场景、多业态开发需要创新思路，

当下文旅融合成为推动音乐演出市场迈向新

高度的强劲东风，为优质内容的落地与传播

开辟了新的空间，通过与地方文化旅游资源

的深度融合，音乐演出不仅能丰富自身的文

化内涵，还能借助旅游场景触达更广泛群体。

哇唧唧哇创始人、总裁龙丹妮表示，“我

们正站在一个娱乐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特别关

键的节点，当传统内容遭遇新消费需求，需要

考虑的艺人与 IP 内容如何重新建构，才能跟

得上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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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收入达 296.36亿元，同比增长 66%，占演出市场总票房 51.1%，稳居半壁江山

“好的音乐作品必然是演出的起点”
日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灯塔联合发布《竞逐升级 多元发展——2024年大型营业性

演出市场趋势及特点分析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报告显示，5000 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

出票房收入达 296.36 亿元，同比增长 66%，占 2024 年演出市场总票房 51.1%，稳居半壁江

山。2024 年大型演唱会增速最为突出，票房破 260 亿，同比增长 78.1%；观演人次超 2900

万，同比增长 45%，成为演出市场最受关注的消费品类。

阅 读 提 示

“图书漂流”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场景
本报讯 （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王千瑞 实习生胡嘉艺）

日前，2025年“图书漂流 阅动南沙”全民阅读活动在广州市南

沙区举行。活动以“图书漂流”创新模式打造沉浸式文化消费

新场景。据介绍，3天累计吸引超过 25万人次参与。

一连几天，南沙环宇城变身“书香集市”，各功能区域人头

攒动，书香与烟火气交织。活动核心区域——图书漂流区，为

读者尤其是学生群体，精心打造了一个集多样玩法于一体的

“一站式”阅读体验平台。

在“爱心书漂流”区域，不少学生将家中闲置书籍带到现

场，捐献给更有需要的人，或与其他书籍互换，让书香流动的

同时传递爱心。捐献书籍的学生获得了“爱心捐赠证书”，捐

赠的书籍将定向赠予福建省龙岩市漳平市的中小学校和南沙

街道辖内农家书屋，每本捐赠书籍都将贴上专属漂流标签。

“图书漂流，不仅是书籍在物理空间上的流转，更是知识

与文明在心灵间的接力与传承。”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图书漂

流区还设置了科技文创、趣味游戏、普法宣传等特色摊位，寓

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欢乐氛围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沙洲

近日，日本 2025 年大阪世博园开园，

上海昆剧团在中国馆为海外观众带来普及

讲座以及折子戏《游园》《惊梦》《小宴》《闹

天宫》等，引起热烈反响。此后，上海昆剧

团在日本东京接续文化展示和交流，在剧

场上演三场《中日杨贵妃》，到大学演绎昆

剧《牡丹亭》，让观众能够近距离“触摸”昆

曲的肌理，激发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兴趣。

昆曲自 600 年前沐浴着姑苏烟雨生根

发芽，一路经由长江及运河逐渐风靡全国，

从水路的四通八达走向戏路的千变万化。

在浇灌多个新剧种形成的同时，昆曲持续

释放着艺术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对传统

经典深情的凝视之中兼顾传承与创新，走

出一条活态传承之路。

如今，600 岁的“百戏之祖”昆曲，可谓

“满园春色”，多个剧团佳作迭出、新人辈出，

观众基础深厚。近些年来，昆曲又勇敢地走

出国门，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与独特韵味，成为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

使者，幽兰雅韵，香溢四海。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2016 年，中国昆曲演员和英国莎剧演

员以中英双语联袂出演中英版《邯郸梦》，

这在昆曲和莎剧历史上都是第一次；2023

年，“文明遇·鉴”中国昆曲江苏周在法国巴

黎举办；2024 年 8 月，中国北方昆曲剧院出

品的剧目《白蛇传》荣获第 77 届爱丁堡边缘

艺术节亚洲艺术奖最佳剧作奖，实现了中

国 昆 曲 乃 至 中 国 戏 曲 在 国 际 舞 台 上 的 突

破；今年 3 月，昆曲《牡丹亭》、锡剧《白蛇传》

在巴西举办的世界戏剧日庆典活动中展现

魅力……

通过参加国际艺术节、举办文化交流

活动、探索与国外艺术组织的合作机制以

及线上平台的推广等，昆曲积极探索着中

国戏曲“出海”模式，创新艺术表现形式，聚

焦年轻群体传播，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

深邃的文化内涵跨越语言文化的隔阂，带

给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观众审美享受和

情感共鸣。

近几年，中国戏曲出海步履不停。不让

昆曲独美，京剧、越剧、婺剧、锡剧等呈百花竞

放之姿，如浙江婺剧团在 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演出，观众达 500多万人次。我国有 300多种

戏曲剧种，戏曲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戏曲

在一场场演出、一次次交流中多角度、高层次

展示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收获了更多海外

知音，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和

名片。

不过，戏曲海外传播如何从“引爆”到“长

红”，在话题、认知、审美等方面与观众同频共

振，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共存与交流，还需要

更多的探索尝试。

昆曲《牡丹亭》多次在海外上演，被誉

为“文本的演唱方式与对美的追求珠联璧

合”，其超越时间与空间界限的爱情观念引

起海外观众的强烈共鸣；今年 2月，青年越

剧演员陈丽君在巴黎演出越剧《凤求凰》，

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唱腔基础上，融入现代

交响乐的配器手法，“旧曲新编”既延续了

越剧艺术的 DNA，又契合了国际观众的审

美节奏…… 探讨这些剧目跨文化传播的

成功之道，我们不难发现，其关键在于对传

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巧妙融合。

戏曲从传统中来，向前沿处行，既坚守文化

根脉，又不断变革突破，拥抱现代语境的传

播实践。中国戏曲正焕发青春光彩，在守

正创新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精神，吸引更

多海外知音徜徉于中国戏曲园林中，共赏

“春色如许”。

海外觅知音，共赏“春色如许”

探索“以剧养场、以场促剧”新实践

南京将推出沉浸式交响音诗画《闪光的足迹》
本报讯 （记者黄洪涛 通讯员徐卓）今年是中华全国总

工会成立 100 周年。为大力弘扬工人阶级伟大精神，传承红

色工运基因，推动新时代职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近期，江

苏省南京市工人文化宫将推出大型情景交响音诗画《闪光

的足迹》。

《闪光的足迹》紧扣“一条红线贯南北 因地制宜创新质”

主线，采用沉浸式交响音诗画形式，讲述工运百年故事，再现

工运百年画卷。演出以序幕《红绸启程》开场，“宁工享”三位

导游引领观众开启红色工运文脉之旅，通过四大篇章递进式

呈现工人精神的发展脉络。其中，“明远振臂——先驱之路”

篇讲述邓中夏、王荷波等革命先驱在艰难时期振臂高呼，唤起

工人阶级的抗争意识，掀起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

浪潮的故事；“基石栋梁——产业强市”篇描绘了各行各业劳

动者推动城市产业发展的奋斗画面，凸显工人阶级在城市建

设中的关键作用；“匠心托举——大国重器”篇中的工人阶级

从“抗争”走向“创造”、推动国家进步的道路，王超柱、孙景南

等劳模代表用精湛的技艺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助力国家建设；

“新质弄潮——智创未来”篇聚焦高云勇、杨春泽等科技先锋

在新时代的创新成就，工人阶级与时俱进，完成从“创造”到

“引领”的转变。

南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闪光的足迹》的重磅推

出，不仅以再现工运百年画卷的方式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周年献礼，也是南京市工人文化宫探索工运文化传承与阵

地发展路径的一次创新实践，既通过工人阶级奋斗叙事强化

工会阵地的政治属性，又通过市场化运营提升自身的造血能

力。文化宫依托自有工人剧场开展创编“工演工，工说工”活

动，让一线工人成为剧目的主角、讲述工会的故事，并依托此

次演出尝试“阵地建设—内容生产—资产增值”的良性循环模

式，以“公益+市场”的双轮驱动推动“服务+创新”的融合发展。

“剧目演出过程中，剧场空间将被充分激活，常态化的演

出会使观众黏性增强，工人文化宫随之从物理空间逐渐升华

为情感联结的精神地标，实现硬件设施向软件文化生产力的

转化。”南京市工人文化宫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效益得以释

放的同时，剧场使用率因演出而得以提升，经济效益也有显著

提升，为后续高质量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好条件，从而形成了

“以剧养场、以场促剧”的良性互动。“当然，工运历史题材的现

代表达还会为文化宫积累剧目版权、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这

些无形资产与剧场硬件增值相互促进，将持续推动工人文化

宫从单一演出场所向复合型文化综合体转变，从而为新时代

职工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高原铁路题材电影《开心岭》开机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近日，高原铁路题材电影《开心

岭》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开机仪式。这部以青藏铁路信号工

为叙事核心的现实主义题材力作，翻开了雪域高原上两代铁

路人坚守与传承的动人篇章。

影片瞄准“云端天路”背后的无名英雄，首次将镜头对准

海拔 4200 米的“开心岭”信号工区，揭秘铁路系统“神经末

梢”的守护传奇。影片剧组将全程在青海高原取景，直面极

寒、缺氧、强紫外线等多重挑战，真实还原高原铁路建设者

“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奋斗现场。不仅要拍暴风雪封山的

震撼场面，更要捕捉信号工在零下 30℃检修设备时睫毛结

霜、工具冻黏手套的细节，让观众透过大银幕感受“坚守”的

重量。

同时，电影《开心岭》以“军号”“工作日志”“信号灯”为核

心意象，构建两代铁路人的精神图谱。老铁道兵杨震山用 30
年日志书写责任，退伍军人第五小军在风雪洗礼中接过信仰

火炬。作为“小人物、大情怀、真故事”创作理念的践行者，

《开心岭》将以工业电影的美学质感，致敬千万个在平凡岗位

上发光的“杨震山”“第五小军”，让坚守的信仰在新时代继续

闪耀。

安徽广德：非遗砖雕技艺焕新生
近年来，安徽省广德市新杭镇皖南徽砖博物馆依托千年

古窑遗址，以古法窑制为基底，通过现场展示制陶、雕刻、拓印
等工艺，开展非遗研学实践。同时探索“文化+产业”模式，其
砖雕作品应用于徽式古建修复及翻新工程，有力促进了传统
砖雕技艺的活态传承。 肖本祥 摄/中新社

近日，一场民族服饰 T台秀在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古城上演，引得市民
游客驻足观看，展演内容包括大理州12县
市各具特色的白族、彝族、傈僳族等民族
婚庆服饰48套，以及通过传承和创新设计
的创意白族服饰26套。

大理有13个世居少数民族，各个民族
的服饰都堪称一绝，是各民族智慧与审美
的结晶，更是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动体
现。在大理，穿着民族婚庆服饰举行婚礼
是一种时尚，各族服饰各有千秋、各有特
色 ，共 同 构 成 了 多 姿 多 彩 的 民 族 服 饰
文化。

本报记者 赵黎浩 摄

大理民族服饰
上演T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