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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光棒挥舞成海，“大合唱”响彻看

台……这个盛夏，热浪滚滚、人气满满的演

唱会、音乐节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潘玮柏、杨丞琳、陈楚生、邓紫棋、陶

喆、王心凌、许嵩……刚刚过去的上半年，

青岛演唱会“声量”空前；接下来，还将有各

路明星、团体带来的16场大型演艺活动陆

续“开唱”。致力于打造“跟着演出去旅行”

文旅品牌的青岛，正成为更多年轻人选择

的时尚文化集聚地。

　　对一座城市来说，在文化供给日益丰

盈的今天，要吸引掌握“选择权”、拿着“放

大镜”、不吃“老一套”的观众的特别青睐，

并非易事。

　　什么样的“舞台”能脱颖而出，“刷屏霸

榜”，受人青睐？我们不妨以近年热播的影

视剧为“线索”，找一找答案。

  满足《墨雨云间》般的“情绪
价值”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寻求心灵

慰藉与情绪释放的需求日益增长。古装

剧《墨雨云间》之所以刷屏出圈，正在于能

够敏锐地感知情绪、抚慰心灵。

　　“演艺+旅游”流行背后，是观众找到了

那份属于自己的高能量“情绪价值”，情愿

为之买单。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青岛就将观

众的情绪价值“拉满”——— 带来情感狂欢的

王心凌演唱会、点燃氛围的live house演出、

提供夏日浪漫的庭院演艺……不同的演

出回应着不同的个性需求。

　　每一场演出结束后，总能在社交媒体

上看到“个性鲜明”的感性表达———“王心

凌青岛限定蛤蜊歌，可爱疯了”“哈啤酒，看

庭院喜剧《月亮 月亮》，是我最近最开心

的一天”“夜生活不能没有live house，巨

嗨”……每一句留言都浓缩着热爱、激情，

充满着治愈、温暖、力量，打动了无数

网友。

　　一场场演出，也是一个个共情场域，人

们可以在这个“乌托邦”似的乐园里和偶像

互动，与同好共舞，和自己独处。

　　事实一再表明，只有看见了市民游客

正向的“情绪价值”需求，或提供疗愈价值，

或提供陪伴价值，或提供共情价值，才能赢

得观众、赢得流量、赢得机遇。

  实现《我的阿勒泰》般的“双向
奔赴”

　　伴着《我的阿勒泰》热播，如诗如画的

美景、淳朴热情的民风民俗以及独特的地

域文化，深深打动了亿万观众，带动了当地

旅游持续升温。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市，“跟着演出

去旅行”已经成为出游新风尚。“门票经

济”在文旅产业链中的价值被不断放大，成

为消费的新增量。

　　6月中旬，邓紫棋、陶喆演唱会在青岛

同期举办，吸引了9.2万名观众现场观看，其

中70%是跨城观演。根据0TA平台数据，在

演出前后几天，到青旅游人次环比增长

87%，消费额环比增长82%，充分体现出演

唱会的巨大引流作用。

　　演出市场的火爆和跨城观演的大趋

势，其背后的驱动力是“体验经济”。要实

现城与人的“双向奔赴”，提供有温度的优

质文旅服务是关键。秩序井然、免费接驳、

景区优惠、住宿便利等各环节，都是对城市

服务能力的考验。这些具象化的“宠粉”做

法，会对城市形象和文旅发展产生指数级

的加分效应。

　　青岛演唱会市场“外向型”特征明显，

外地歌迷占比超过50%，部分场次甚至接

近70%。他们的到来，为交通、住宿、餐饮业

发展增加动力，给“演艺+旅游”这一新消费

业态带来旺盛人气。

　　比如，有人在即墨区嗨ME·青春音乐

节后，泡了一场温泉；有人在城阳区邓紫棋

演唱会后，吃了几顿海鲜，有人在崂山区许

嵩演唱会后，看了一场海上日出……显然，

远方来的客人不仅想要“听好”“看好”，还

想“吃好”“玩好”。

　　当下，青岛正着力打造“跟着演出去旅

行”的文旅品牌，在优化演出产品供给、加

大配套文旅产品供给和抓好演出保障服

务等方面持续发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

水平，确保游客看得开心、住得顺心、玩得

舒心。

  打造《玫瑰的故事》般的“文艺
供给”

　　《玫瑰的故事》里，主人公黄亦玫是一

个通过策展向社会与公众讲述艺术品故

事的人。

　　在热气腾腾的演出市场中，城市需要

增强讲述艺术故事的能力，不断提升文化

供给水平。从更宏观的视野看，无论是演

艺融入旅游，还是旅游融入演艺，演艺与旅

游深度融合背后，是群众尚未得到满足同

时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为满足这些需求，城市应不断创新探

索，开辟新场景、新空间，提供深层次、多元

素、高品级、国际化的文艺供给，让文娱消

费市场成为一个生态健全的有机体。

　　在增强文艺供给上，青岛结合文化、艺

术、观演、文博等消费市场需求，提供多领

域、全方位、更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供给。同时，围绕演出市场，延伸上下游产

业链，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发展。

　　下半年，青岛“好戏不断”，除了演唱会

外，各类音乐、舞蹈、歌剧、话剧、儿童剧、脱

口秀、相声、戏曲等文艺表演将轮番上演。

　　舞台剧方面，包括外国原版音乐剧《芝

加哥》《安娜·卡列尼娜》、国内热门舞剧《赵

氏孤儿》、话剧《白鹿原》《觉醒年代》、文华

大奖作品《马向阳下乡记》等多部经典剧

目，近期将在青岛大剧院等6个剧场上演；

室内音乐会方面，将在青岛大剧院音乐厅、

市人民会堂、西海艺术中心、青岛音乐厅、

博兰斯勒大剧院等场馆，推出各类专业音

乐会80余场次。

　　戏曲曲艺方面，青岛市京剧院推出原

创现代京剧《弄潮》，同步开展“每月一星”

“青岛有戏”品牌演出，邀请郭霄、杜喆等

国内知名京剧演员奉上《锁麟囊》《状元媒》

《凤还巢》等京剧经典剧目。著名相声演员

岳云鹏、孙越、曹云金，脱口秀演员严值高、

黑灯等将在青岛举办专场，铭海堂、青岛曲

艺社、蛤蜊喜剧、上客喜剧、戏岛喜剧等多

个曲艺团体也将常态化演出；群文活动方

面，持续深化“欢乐四季”文化活动品牌，推

出青岛市民文化节、“海燕奖”原创文艺作

品大赛、“沉浸式村晚”“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等大型品牌活动……

　　在青岛，你可以跟着许嵩等音乐人嗨

唱，可以沉醉于百老汇的歌剧，可以跟着岳

云鹏哈哈大笑，可以在“村晚”中成为主

角……丰富演出形式、拓展演出空间，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正成为这座城市文化产品

供给应有的“日常图景”。

　　唱好《繁花》般的“地方腔调”

　　电视剧《繁花》中，黄河路上风起云

涌，爷叔“尽心尽力盘算黄浦江的事

情”，沪上儿女在时代浪潮中起起伏

伏……它的出圈，带着浓厚的上海地域

特色。

　　城市打造文旅演艺同样需要找到

具有城市辨识度的流量，在流量和本地

文化特色之间寻求“融合点”。

　　当下，文旅演艺越来越成为传播城

市文化、彰显城市气质的重要载体，它

以快速符号化、广泛传播性、反复上演

的精神消费特性，展现了城市更多面的

山川之美、人文之韵等。

　　不能否认的是，今天，很多城市的

文 旅 演 艺 依 然 习 惯 于 依 赖 偶 像“ 咖

位”。长此以往，观众难免产生审美疲

劳，城市也容易陷入头部IP的争夺战而

无暇创新。

　　一台演出再精彩，终有其发展“天

花板”，要想放大“门票经济”在文旅产

业链中的价值，需要推陈出新，力争做

到“人无我有”。除了引进高品质的演

出外，更要立足自身的特色优势，打造

出与当地历史底蕴、人文气质匹配度更

高的特色演出项目，形成IP。

　　比如青岛推出大型航海史诗音乐

剧《寻梦沧海》以青岛海洋文化和中国

航海史为故事主线，以包裹式全景影像

构建全视域海洋。置身演出现场，观众

可以通过全景声环绕，感受多维、逼真、

生动的声场空间。

　　又如即将上演的36 0？全景秀演

《海上有青岛》，充分融入青岛的海洋文

化、齐鲁文化、民风民俗、海上商贸、船

港文化以及海洋科技等元素，辅以影视

级特效仿真场景体验，还原历史场景，

塑造震撼场景与璀璨瞬间。

　　任何形式的文旅演艺，只有根植

于文化认同和文化共鸣，讲好地方故

事、讲好特色故事，才能让故事触动

人心。

　　演出之于城市，不是简单的加法，

它带来的将是幂数效应，甚至影响着一

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转自青岛宣传)

“一出好戏”，如何为城市文旅“加戏”？

国家级非遗即墨柳腔代表性传承人袁玲引领年轻人在继承中创新。水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