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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数量井喷

2024年，“为一场音乐节奔赴
一座城”，正在成为年轻人休闲娱
乐的新选择，跨城观演为城市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据中国演
出行业协会联合灯塔专业版共同
发 布 的《 强 劲 复 苏 在 地 共
荣——— 2023年大型营业性演出市
场趋势及特点分析》显示，2023年
大型营业性演出全面复苏，演唱
会、音乐节爆发式增长，2023年
5000人以上大型演唱会、音乐节
演出场次达0 . 31万场，同比2019
年增长97 . 23%，票房收入177 . 96
亿元，较2019年增长348 . 98%。

走过2024年第一季度，随着
天气转暖，音乐节再次呈现多地
开花、欣欣向荣的态势。第一季度
原本是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的淡
季，但今年第一季度市场“淡季不
淡”，全国2000人以上的大中型演
唱会、音乐节近200场。刚刚过去
的清明假期，福州·草莓音乐节成
功举办，湖州·大麓青年音乐节在

“黑红”中收获超3600万元票房，
春游、五百里、南浔古镇运河、爱
玛追星等一批音乐节势头强劲，
陆续举办。各路品牌也纷纷入局，
尝试自主打造音乐节IP，大连元
气森林音乐节、长安六时音乐节、
新疆超级草莓、云台山音乐节、蚌
埠音乐节、致青春音乐节等发布
演出计划，主办方都在忙着推动
各自项目的落地、招商和开票工
作。

从2023年到今年，音乐节演
出数量井喷，背后有两个主要原
因：其一是过去疫情期间的演出
积压，其二是全国各地将文旅消
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从
乐迷角度来看，经历了线下娱乐

活动缺乏的三年，年轻人们需要
通过互动仪式来形成集体狂欢，
从而达到身份认同、情境互动或
社交的目的。音乐节作为流动的
空间实践，成为年轻人新的生活
方式。从市场角度来看，音乐节的
井喷式爆发背后，暗含着庞大的
市场需求，通过音乐节自身的宣
发系统能够带动城市宣传，并提
升城市自身影响力。除了基础的
门票收入，品牌合作、广告植入、
品牌周边也已然成为音乐节重要
的收入来源，拉动了其他相关产
业间接实现盈利。因此，主办方努
力把“过路客”变“过夜客”、把“头
回客”变“回头客”。

“浑水摸鱼”不在少数

“爆火”之下，音乐节市场也
出现了一些“冷插曲”。近期，台
州飞龙湖迷笛音乐节、温州星巢

秘境音乐节、无锡九龙湾音乐节
都因“不可抗力”宣布延期，原定
于3月30日至31日在广州举办的
星巢秘境音乐节，也“因不可抗
力延期待定”，原定4月13至14日
在从化举办的广州文化音乐节，
也“因不可抗力延期举办”，佛山
海潮宇宙音乐节，则“因为不可
抗力因素”取消了4月14日的演
出……

在众多延期公告中，“不可抗
力”竟成为不少音乐节对外宣布
取消的共同原因。“谜”一样的“不
可抗力”究竟是什么？业内人士介
绍，某些音乐节对外宣布的所谓

“不可抗力”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
自然原因或政策原因，而是一些
音乐节卖不出去票的“遮羞布”。
在某音乐节的评论区，相当多乐
迷在表达不满时都提到票价过
高，“卖不出票就别定这么高票
价”。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一次

性”音乐节忽视了文化内涵和长
期发展，加上“摆烂式”的售后服
务，观众尤其是已购票消费者很
难确定主办方究竟是否遇到了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
的客观情况”，只能被迫接受，所
谓“不可抗力”，成为了一些音乐
节卖不出去票的“遮羞布”。

随着各类音乐节遍地开花，
重合度极高的演出阵容、过高的
票价、执行无序等引发的混乱现
象也逐渐浮出水面。门票价格水
涨船高，十多年前，一场户外音乐
节的单日票价是80元，现在已经
上涨到动辄四五百元一张，有的
甚至突破千元，更别提多日通票
的价格。很多乐迷忍不住在网上
吐槽：“这还是音乐节吗？明星演
唱会也不过就是这个票价。”这样
比较之下，加上吃喝住行的费用，
乐迷想跨城看一场值得去的音乐
节，整体开销已大大超过以往。同

时，由于场地限制，大部分音乐节
的位置都处于城市郊区空间较为
宽敞的地带，因此增加了往返难
度和成本。

音乐节的现场管控水准，也
成为乐迷参加音乐节的重要衡量
因素之一。今年清明期间，在湖州
举办的某音乐节因过度管控，引
发乐迷不满，各大社交平台随处
可见吐槽，当天多次出现保安与
乐迷发生冲突的情况，甚至有乐
迷将保安辱骂乐迷的言语制成旗
子、宣传海报等物料在现场发放。
不合理的场地设置不仅令乐迷在
两个相距800米的舞台间来回奔
波，还出现了地板断裂、乐迷“掉
坑”的“离谱”事件。

无独有偶，去年河南省南阳
市卧龙区黄山村举办的中原迷笛
音乐节，在去年国庆长假期间一
直是“火出圈”的状态，然而在音
乐节接近尾声时，大量乐迷反映，
露营区的帐篷、睡袋、露营车、手
机、平板电脑等财物被盗，引爆社
交网络。音乐节组委会随后发布
公告表示，因网民陈某(已被抓
获)违规发布“活动已结束要清理
现场”的不实信息，引发附近村民
趁乱下手，出现多起露营区财物
被盗的案件，南阳市区两级政府
也会联合迷笛方尽力挽回乐迷的
损失。即便如此，迷笛音乐节与南
阳市的声誉仍然受到了巨大的影
响。

距离五一假期还有不到半个
月，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至五一假
期，全国将有近40场音乐节等待
与观众们见面。从数量上看，相较
于去年同期少了四成，主办方更
加注重打造IP的内涵和品质，寻
求差异化竞争。可以预见，今年音
乐节票房头部效应会更加明显，
有独特审美品质的IP也有机会寻
找到突破口，期待2024年音乐节
市场逐渐回归理性。

火爆之下突现“取消潮”

音乐节市场的“热”与“冷”

2024年3月份，查尔斯顿国际
音乐比赛和皇家马斯国际音乐比
赛中，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欧阳予
分别荣获第二、第三名，再创佳
绩。

曾在上海歌剧院、上海爱乐
乐团、杭州爱乐乐团等多个演奏

团体参与演出，并多次参加过国
际巡回表演的欧阳予，拥有熟练
精湛的演技以及精准把握作曲家
复杂构思的非凡天赋。其对小提
琴传统演奏风格的突破，使西洋
古典乐器融入了现代理念和创新
精神，赢得业内人士的高度赞扬。

2014年8月青岛国际音乐大师班
开班，欧阳予有幸参与其中。此次
活动不仅构筑了她与山东，尤其
是青岛这座城市之间一段深刻的
不解之缘，更是在艺术与文化层
面上收获了宝贵的提升。在这期
间，欧阳予得到了包括德国汉诺

威音乐学院资深小提琴教授亚
当·科斯特斯奇、上海音乐学院声
名卓著的袁佳敏教授以及多位业
界备受尊敬的前辈教悉心指导，
在独奏及室内乐领域的技能得到
了显著提升，眼界进一步打开。

在青岛的那段时光，这座城

市浓厚的音乐氛围深深感染着欧
阳予，从此便与这片土地结下了
不解的情缘。她说 :“音乐不仅仅
是艺术家的个人表达，更是润泽
心灵、传递情感、启发思考的公共
媒介，希望有机会回青岛演出，回
报这座城市的知遇之情。”(雪松)

琴声中的岛城有记忆的芬芳

走过2024年第一季度，音乐节市场迎来“开门红”。一方面，音乐节继续去年的狂
欢热度，“淡季不淡”；另一方面，在赢得流量和收益的同时，门票价格持续上涨、现场
管理无序、不断“溜粉”等乱象也在逐渐消耗乐迷的耐心。近日，多个音乐节宣布因

“不可抗力”取消演出，再次引发关注和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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