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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线上到线下：
漫展爆发式增长

暑假期间，山东漫展各地开花。据不
完全统计，济南21场、潍坊27场、临沂19场、
青岛18场……总数量超过百场，多场大型
漫展吸引观众数量超万人次，山东“二次
元大省”的称号可谓名副其实。

因兴趣而聚，漫展已成为当代年轻人
线下社交的一种重要途径。在这里，既有
精心装扮、力求还原的coser，也有背着“痛
包”、专心“吃谷”的二次元爱好者，合照

“集邮”也成为随处可见的风景。最初的二
次元文化圈重点在于漫画和游戏及其衍
生文化形式，随着产业的发展与受众的增
多，原有的二次元文化不断扩充，将轻小
说、广播剧等内容都纳入其中的特定文化
体系。这种文化与消费文化相伴相生，二
次元爱好者们通过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形
成了自己特定的文化圈层。在不断的发展
中，服饰和周边等内容也被纳入二次元文
化消费的范围之内。“吧唧指徽章，谷子其
实是‘Goods’商品的谐音，像海报、立牌、
挂件等都是谷子的一种，购买谷子就是吃
谷，售卖谷子的店铺叫做谷店。痛包上可
以扎喜欢的吧唧。”资深二次元爱好者“海
苔”(化名)介绍道。

动漫展这一偏正词，由“动漫”及“展”
两部分组成，“展”是这一综合活动的本质
属性，也就是“展会”。动漫产业即是以动
漫作品中的角色为核心，以图书、影视、音
像制品以及衍生产品为具体文化产品载
体等形成的产业链。而动漫展是这种动漫
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结合的
产物，承担着商贸展会、品牌宣传、作品展
览、Cosplay展演、同好交往、礼物交换以及
行生产品交易等多种职能。“遇到喜欢的
角色可以礼貌询问coser老师能否合照，还
可以排嘉宾签售，遇到同好也可以拓列，
大家都蛮有共同话题的，可以交换物料。”
coser小梦还表示，“特别喜欢这个角色，所
以想出cosplay，从妆发到服装都需要高度
还原，为了更贴合角色，最好连说话和动
作都好好设计一下。”

《中国二次元内容行业白皮书》显示，
2023年二次元用户规模达4 . 9亿人，核心
二次元用户达1 . 2亿人。二次元细分产业
板块包括二次元内容产业和二次元周边
衍生产业。内容产业包括漫画、动画和游
戏，而周边衍生的概念则更加宽泛。近年
来，二次元相关领域的周边、联名款、线下
展会、音乐会、快闪活动接连推出，不仅实
现了二次元“破圈”，还带动了线下经济。
除了漫展，不少实体“谷店”接连开张、人
气高涨，时尚、餐饮等行业也争先恐后与
二次元联名合作，就连平日的生活场景
里，身着动漫服饰的年轻人也屡见不鲜。

“二次元”消费营造的旺盛需求，为山东迈
上动漫产业“新高地”提供了契机。

从室内到户外：
菠萝山成济南今夏网红

当漫展成为二次元群体的默契选择
时，位于济南市东北部科创金融公园的菠
萝山同样吸引了不少目光。正如作家李娟
在《我的阿勒泰》中所描绘的：“世界就在
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
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
什么遗憾。”在落日、晚风、草地、音乐、露
营、星空等元素的装点下，菠萝山以一种
奇妙的方式闯入人们的视线，被誉为“济
南的阿勒泰”。

每天太阳缓缓西沉之时，便是菠萝山
焕发生机的开始。三五成群的市民或席地
而坐共赏夕阳，或并肩散步同沐晚风，一
群群年轻人撑起帐篷，铺上野餐垫，打开
折叠桌椅、插上音响，一场免费的草地演
唱会浪漫开唱。从最初的寥寥几人到现在
的熙熙攘攘，从一个“乐团”到数个“乐
队”，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菠萝山“野生音
乐节”的名声越来越响，越传越远。

《奢香夫人》《夜空中最亮的星》《李

白》《稻香》……这里没有舞台，歌手和观
众围在一起，每个观众都是歌手，人人可
以拿起麦克风，又或是你一句、我一句地
共同完成一首首歌曲。“之前在短视频平
台上刷到了菠萝山的草坪音乐会，所以趁
着夏天还没过去，赶快约着朋友一起来看

看，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还真是
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后面放松了不少。”刚
唱完一曲的学生小白脸上挂着灿烂的笑
容。

作为首批自发演唱的乐队，不信乐团
见证了菠萝山的爆火。“我们始于一小撮

爱好者，脱离了KTV模式的小范围弹唱玩
耍，十来个好朋友也没想到会掀起多大风
浪，但开放的形式总会吸引来更多朋友。”
爆火为菠萝山带来了“泼天流量”，与此同
时大量游客的拥入也造成了如扰民、乱丢
垃圾等乱象。“随着人越来越多，我们发布
了《关于共同维护菠萝山周边环境的二三
事》，倡导大家共同维护环境。”目前，不信
乐团已经更换了演出地点。

从跨省到跨市：
音乐演出全面繁荣

比起楼下的“小浪漫”，也有不少年轻
人选择了“不远处”的音乐演出。“我是第
一次体验同时拥有音乐、大海和日落的音
乐节。”来自济南的乐迷阿凡兴奋地说，

“这次来烟台看演出，我还打卡了烟台山、
朝阳街、养马岛，这座海滨城市太美了。”
上周末，2024烟台养马岛音乐节在牟平区
的里蹦岛开唱，众多知名音乐人为慕名而
来的乐迷带来流行、摇滚双舞台交叉演出
的视听盛宴。两天时间，数万人拥入小岛，
一起感受海浪随音乐翻涌的浪漫与激情。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已成为当
下文旅消费新风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
前公布了《2024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
展简报》，2024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
(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25 . 17万场，同比
增长30 . 19%；票房收入190 . 16亿元，同比
增长13 . 24%；观众人数7910 . 13万人次，同
比增长27 . 10%。今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
活跃度高于去年同期，演出产品在拉动消
费、联动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此前，山东省内的泰安新青年音乐
节、潍坊新青年音乐节、日照山海沙滩音
乐节、济宁花海音乐节等数十场音乐节遍
地开花，这些音乐节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
主题，从摇滚到电子音乐，从传统到现代，
满足了不同音乐爱好者的需求。张靓颖、
黄丽玲、赵雷、王心凌、林俊杰、蔡依林等
知名歌手先后在济南举办演唱会，“一票
难求”成为常态。演出经济带给城市的不
仅是庞大的粉丝流量，还有旅游、住宿、餐
饮、交通等一系列消费“红利”。

与此同时，各地都出现了因上座率过
低或其他不可抗因素而被迫延期或取消
的案例。比如原定于8月17日举办的黄绮珊

“晚霞·不晚”济南演唱会，以及8月31日的
小沈阳“我不！是歌手！”济南演唱会都取
消了。

从远途到近郊：
观演半径不断缩小

今年暑期，更多的观众选择“足不出省”
逛展、看演出，“近出行、浅需求、低消费”成
为新趋势。“主要是因为数量众多，类型也很
丰富，像之前的蓝樱漫展、书展、宠物展我都
去看了，音乐节也选择了离济南比较近的泰
安新青年音乐节，乘高铁20多分钟，不需要
过夜，看演出的费用比以前少了很多。”在济
南工作的翟女士表示，自己接下来更青睐于
省内的演出，“除非有很好的阵容或者特别
想看的嘉宾，才可能去外省。”

一方面，政策端加大力度竞逐“音乐+
文旅”的赛道，年底前，山东全省将组织
3000场以上营业性演出，鼓励各地举办万
人以上大型演唱会、音乐节；另一方面，与
兴趣爱好同样重要的则是经济成本方面
的考虑，从家门口的菠萝山到其他城市甚
至是省份，交通、时间等成本不断上涨，

“足不出省”的文娱消费越来越受青睐。
如今线下文化娱乐行业不断迭代升

级，人们的消费更为个性，同时展现出兴
趣优先、注重体验等多元特征。早市、早
茶、电影、戏剧、夜市、广场舞、垂钓、露营、
近郊游……皆可满足人们碎片化的文娱
休闲需求。除了漫展、音乐节、演唱会等众
所周知的演出活动，相声、魔术、脱口秀、
儿童剧等形式多元的小剧场、新空间演出
呈现上升态势。打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
馆等，正成为“新风尚”，越来越多的文博
场所正在探索以新方式新手段增加个性
化沉浸式的体验。

暑期演出热
听听歌、逛逛展、看看演出，成为这个暑期的“新潮流”。与往年不同的

是，比起远方的繁华，今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家门口的“小确幸”。在文娱
休闲半径不断缩小的当下，无论是喜欢“小而美”的漫展、草地音乐会，抑
或“大场面”的音乐节、演唱会，每位观众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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