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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演唱会市场，热是真的

热：大城市的演出场馆频频“爆

单”、知名歌手的全国巡演几乎是站

站“秒杀”、“为一场演唱会赴一座

城”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新风尚……

最近的演唱会市场，乱也是有点

乱：前有黄牛倒卖周杰伦演唱会两

张连座票叫出15万“天价”，后有

蔡依林演唱会价值千元的座位“只

闻其声不见其人”；TFBoys演唱会

粉丝引发的安保秩序讨论尚未褪

去，上周李宗盛演唱会又牵出高清

录拍的新问题……好好看一场演唱

会，似乎正成为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文化奢侈品”。

当前的演唱会乱象，首先就是

票务乱。且不谈违规倒卖的溢价，

部分演唱会本身的定价，也已经到

了令人瞠目的境地。就拿李宗盛的

演唱会来说，舞台内场区，不论远近

左右，一律叫价2580元，而最便宜

的“山顶票”也卖到了680元，对比

他八九年前的演唱会翻了近一番，

难怪被网友吐槽为“情怀通货膨

胀”。已经突破行业天花板的票面

价，再经黄牛倒卖，更是动辄过万。

其次是无底线超售。之所以说

是“奢侈品”，不仅在于票价高企，更

在于要获得一次酣畅的观演体验，成

为需要运气的奢求。眼下，大量视线

遮挡区域的座位票流入市场，在消费

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数百甚至上千

元高价买入，本就是为一睹偶像真容

而购票的观众，到了现场才发现只能

“望柱兴叹”“对墙神伤”。以往，这类

视线遮挡区域是不予售卖的。而如

今过热的市场令主办方失却了诚信，

伤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面对此类

消费者维权，不管是“视线可能被遮

挡”的购前提醒，还是“下一场优惠”

的事后补偿，主办方给出的解决方案

都不尽如人意。

此外，作为大型线下活动，安保

失序也往往会造成所在地区的安全

隐患与交通拥堵。如何有序疏导，考验着主办方与城市管

理的协力。而面对粉丝高清录拍等涉嫌侵权的行为，又需

要消费者的自觉与视频平台的约束……

不可否认，这“一时的乱”与“一时的热”相伴相生。作

为体验式消费，演唱会现场所能传递的音乐感染力与视听

震撼无可取代，叠加过去三年被压抑的线下娱乐需求，因而

在今年产生空前规模。另一方面，作为音乐产业的核心层，

在唱片销售未能全面复兴的当下，演唱会仍是歌手音乐人

收入的重要来源。而更具积极意义的是，在一线城市演唱

会市场趋于饱和的背景下，演唱会资源进一步向二三线城

市溢出，催生一批因演唱会而兴的文化旅游新城，以演唱会

消费提振地方经济。以海口为例，周杰伦在该地举办的四

场演唱会共吸引超过15万人次，相关的“演唱会经济”旅游

收入可达9.76亿元。

在当前演唱会市场供不应求的背景下，部分乱象确实

无法完全杜绝。可是，如果要让“一时的热”延续为长久的

文化消费内生力、稳定的城市经济新动能，那么就不能允许

“一时的乱”肆意滋生、无序蔓延，任由“看一场演唱会”成为

普通人难以触及的“文化奢侈品”。孰不知，高涨的消费热

情终究会趋于理性，可在此过程中被迅速消耗的信任，却需

要花更长的时间去重建。不管是演唱会主办方，还是场地

承办方、销售平台，乃至新兴演唱会热门城市，都应该珍惜

这份热情，主动向前一步完善和规范市场，而不是满足于

“票卖光、人坐满”的热闹，无视不法分子搅乱市场秩序、违

规行为破坏产业生态。就拿遏制黄牛这一票务市场的老大

难来说，部分平台给出“强实名制”“不可转让”的“一刀切”

方案，看似拦住了一部分黄牛，可相应“退票”路径也更为繁

琐，抬高违规违法成本的同时，也给消费者设了卡。

要知道，重返沸腾现场的美好，便是那人与人久别重逢

的欢欣。而这份欢欣，不该是把大众排除在外望而兴叹的

“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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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舞台剧《繁花》每轮演出，原著

作者金宇澄都是台下的观众。“他内心很

疼爱这个戏，不断地校正我们对这本小

说的一些认识。”导演马俊丰对记者说

道。昨天起，舞台剧《繁花》首次以第一

季、第二季连演的形式登陆美琪大戏

院。自2018年面世以来，《繁花》已累计

演出80场，上座率高达95%。有人唤它

是“沪上社交硬通货”，也有人称它是一

把解锁上海旧时光的钥匙。

有些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

《繁花》成为近年来申城舞台的一部爆款

作品。当被问及作品的流量密码，主创

们给出了不尽相同的回答，但核心都指

向同一处——上海。上海，纷繁的故事

在这里织起迷眼的网；上海，形形色色的

人们在这里交汇又告别。“因为城市深处

不变的基因与底色，《繁花》或许还会继

续演很多年。”马俊丰这样期待着。

用沪语，说普通人的故事

演员王雯那会随身带着一本《繁

花》，等候的间隙里翻一翻，常有一些新

的体悟。在第一季里，王雯那饰演姝华，

这个曾经男孩们心中的“女神”，从东北

回归家乡后，却像是一朵凋零的花令人

心疼。第二季扮演的是春香，谈起这个

角色，王雯那会蹙起眉头，“这个故事对

春香来说太残忍了，她跟小毛刚过了几

天好日子就走了。”

虽然担纲的角色不同，但王雯那在两

季里都与杜光祎饰演的小毛有着不少对手

戏。这次连演，要在短短的时间里从“姝

华”切换到“春香”，她坦言准确把握人物之

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姝华对小毛来说是一

个启蒙女性的形象，春香则是让小毛长大

后尝到生活之甜的伴侣。”“一个工人家庭

的孩子，朴实稚嫩，总之就是最普通的人。”

在杜光祎看来，不同的家庭环境决定了小

毛与阿宝、沪生相去甚远的人物性格，他要

做的，就是扮演好一个普通人，“从最早开

始排练第一季的时候，我就去了解和规划

了小毛这一生的命运，两季连演也能够让

观众更连贯地走进小毛的人生”。

今年五月，《繁花》完成香港首秀。王

雯那注意到，有广州的粉丝特地赶去二刷，

在这之前，他们就曾打飞的来上海观演。

迄今为止，《繁花》已进行13轮演出，去过

上海周边的杭州，也到过对沪语相对陌生

的北京、香港。起初，主创们会有些担心，

全沪语的台词会不会对观众造成困扰。然

而，实际的演出效果和观众反应丝毫不输

上海本地场。“剧里面的一些台词，只有用

上海话说出来，才能达成恰到好处的感觉

和味道，这对外地观众来说也很有新意。”

杜光祎说。

城里的人与故事，从未离开

老式理发店门外的三色柱、情侣相聚

的咖啡馆、还有令人炫目的舞厅……在《繁

花》里，年轻人看到的是潜藏在岁月缝隙里

的往事，老一辈人则重温了一遍已有些斑

驳的私家回忆。关于上海的痕迹在作品的

故事、舞美、语言里无不彰显。第一季中，

演员张芝华特地为“小毛娘”一角设计了一

口带有川沙口音的上海本地话。“演员对语

言的选择暗示了对角色的态度，川沙话一

登场，小毛家的家庭背景立马就呼之欲

出。”她说。

从舞台剧《繁花》到电影《爱情神话》，

张芝华接连出演了两部方言作品里的上海

女人：小毛娘虽家庭条件一般，但朴素的衣

着挡不住她内里的聪明与能干；老白妈生

活优渥得多，一双锃亮的皮鞋暗示了人物

的体面。为何这两部紧紧依托于上海的作

品会受到热捧？在她看来，这源于生活在

上海的人们对上海文化的亲近。“无论是新

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都对这座城市的底

蕴有着很强烈的好奇，他们希望了解，老一

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

“经过这些年，《繁花》的观众从戏剧观

众逐渐拓宽到了更广阔的人群。”马俊丰注

意到《繁花》有些特别的出票规律：每轮

第一天的票房往往没有很亮眼，但到了第

二天就会激增。“先看的观众为我们作了

‘口碑营销’。”他表示，“《繁花》的故事本

质上就是上海的故事，里面出现的人，以及

他们之间迸发出的稠密的情感依旧在我们

身边。”

“我们一季一季地排，中间留出给观众

喘息的空间和我们提高的时间。”每一轮演

出，马俊丰都会在网络平台上浏览评论。

难得的是，《繁花》的评分随着演出的进行

不降反升。香港场落幕后，有观众留言：沪

生最后撕毁的书信落在姝华下台的地方，

零落的碎纸就好像她的人生。“看到这句话

我非常受触动，我们安排的伏笔被观众看

见了，实现了真正的呼应。”马俊丰认为，连

演是《繁花》最合适的打开方式，他也憧憬

着，“第三季诞生后，观众一天之内看完三

季，参与一场真正的《繁花》盛宴”。

首次以第一、第二季连演形式登陆美琪大戏院

上海，舞台剧《繁花》的流量密码

从苏轼诗云“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

三吴浪漫游”，到今天“中国式浪漫”风行全

网，我们说起浪漫，传递或抒发的究竟是

什么？

七夕夜，在这个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

统节日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七而遇 漫

歌今夕——2023七夕特别节目》上演。通

过“国潮音乐节”结合蹲点式纪实采访的形

式，特别节目以时代精神、时代审美来对接

传统。守正创新的表达，自七夕文化内涵的

变迁与重构中，进一步激活我们浪漫基因所

蕴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如此解码的

“中国式浪漫”不只传递爱人之间的浓情蜜

意、缱绻情深，更抒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灵感的审美表达与精神气质。

播出24小时内，节目在全网热传，相关

视频播放量破3亿，微博平台话题总阅读量

破17亿，霸屏多平台热搜榜榜首。在微博、

抖音、B站，网友纷纷留言，“央视这把氛围

感拿捏了”“DNA里的同频与自豪被唤醒

了”。同时，特别节目还经由不同语种向海

外传播，将“中国式浪漫”这一中国人的当代

热词所包含的绿水青山、人间烟火、星河璀

璨，说与世界听。

“国潮音乐节”刷新传承姿
态，释放古老节俗的时尚风采

特别节目的两位总导演顾志刚、杨觐梦

说，总台七夕特别节目自七年前从央视演播

大厅走向祖国的大好河山，每一年，助力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是创作

的母题。在他们看来，“中国式浪漫”能贯通

古今、勾连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情感和记忆，

因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因其中蕴

含着随时代而兴、随时代而变的青春姿态。

今年总台七夕特别节目的主会场设在

江西新余仙女湖畔，部分节目在湖北郧西录

制完成。在中国七仙女传说之乡，节目一改

传统晚会串联形式，取而代之青春态的“国

潮音乐节”。这一创意灵感借鉴自如今广受

Z世代欢迎的潮流视听活动。特别节目中

的“国潮”着重于内容上的传统焕新：以浪漫

之名，传统戏曲、民族音乐、非遗技艺等传统

文化元素与流行音乐美妙联姻，既应景又独

具新意；节目的“音乐节”形式则营造出零距

离的真实、热烈：伴随大众喜闻乐见的表演

者在人群中登场，大屏小屏前的受众不再是

“被动观看”，而是从强互动的表演中随时

“参与我想听的，进入我想进入的情绪”。

传统之美从形式到内容都被注入青春

语态，人们能在《戏韵情长》里领略流行乐联

结起的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的经典风

采；在评弹为媒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花好

月圆》中感受“大珠小珠落玉盘”融入流行歌

的别样情致；在《路过人间》《想把我唱给你

听》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里共诉爱的情意。

“国潮音乐节”的场域不仅在于用潮流

方式打开传统音乐，还在于让传统链接生

活、营造出沉浸式文化氛围。在主会场，原

创情景歌曲《巧食记》引领人们走进国风市

集长街，或从特色美食、非遗互动里探寻乞

巧民俗的意趣，或携手原创IP形象“小七”

“小夕”一起穿梭古今、游历天地。而在湖北

郧西的分会场，节目组因地制宜，《誓》创造

性地以当地特色曲艺三弦演奏为叙述形式，

搭配影视化拍摄，讲述了当地流传甚广的

“红军传单”故事；《相见欢》则幕天席地、山

水为台，唱响一曲缠绵悱恻的古风情歌。

当网友感慨，“中国式浪漫，能绵延千年

而历久弥新”，何尝不是道出了总台七夕特

别节目能赢得广泛传播的密码：用刷新的

“思想+艺术+技术”的传承姿态，释放出古

老节俗的时尚风采。

“新闻+”打造纪实体验，让
新时代的幸福观激荡广泛共鸣

从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二十四节气倒

计时到春晚舞台上的舞剧《只此青绿》，也无

论暑期档《长安三万里》激发的“学习式观

影”或是每年《中国诗词大会》上那一位位平

凡生活里走来的诗词“王者”，“中国式浪漫”

从不曲高和寡，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烟火日

常、我们的家国共鸣。总台七夕特别节目想

要表达的“浪漫”亦是如此，它真实得触手可

及，比爱情更广义、能抵达岁月山河。

与舞台上的纵情欢歌相并行，节目从

总台记者的街采切入，到人群中寻找七夕

的时代意义。“七夕是浪漫，是浓烈，是欢

悦，是和心念、想念的人在一起，把平时

没有说的话讲出来。”“七夕是属于天下有

情人的节日，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在

我身边，哪怕相隔万里只要心意在，就会

感到浪漫温暖。”“浪漫是一茶一饭一烟

火，一屋一人度一生。”诚如杨觐梦所说：

“蹲点式采访没有彩排、没有剧本，完全是

纪实，在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文艺节目的

同时，我们也希望将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

反馈出来。”街头的答案多元又一致，映

照出当代中国人的幸福观。

与此同时，特别节目还在采访里穿插短

片，一组组人物故事让“新闻+”的纪实体验

更具感性的情动。重庆山火牵动亿万人心

时，女骑手吴朴慧骑着摩托车挺进山林深

处，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成了救灾现场独特

又振奋的风景，也是爱情的心动之源。几十

年如一日，毛哥毛嫂为奔走在遥远路途的卡

车司机们付出绵薄之力，他们彼此依偎的身

影、互相支撑的力量，未必有极致绚烂，却能

温暖日常。对于华发已生的谭建华与麦素

梅，小提琴是“媒”也是“结”，音乐圈内有名

的“制琴并蒂莲”更是生活里琴瑟和鸣的风

雨同路人。而对于夏布绣非遗传承人张小

红、吴婉菁而言，当她们用女性乞巧之智帮

助残障人士，以技艺编织美好的生活愿景，

“爱”的真谛已比男女情意更辽阔。

这些与爱有关的故事里，普通人的爱情

观折射着父辈的传承、当代的情绪、也有下

一代的影子。而“新闻+”的纪实视角下，越

来越多家国同构的图景，在烟火日常中升腾

而起。

总台七夕特别节目全网热传，相关视频播放量破3亿

以时代审美解码“中国式浪漫”

总台七夕特别节目展现的“中国式浪

漫”不只传递爱人之间的浓情蜜意、缱绻情

深，更抒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灵

感的审美表达与精神气质。 制图：李洁

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的舞台剧《繁花》开启连演，演员

们以全沪语的演出带领观众重温旧时光。 （演出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