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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超越时光的经典

2012 年，杨丽萍创作推出《孔雀》，该剧
改编自她自编自导的成名作《雀之灵》。此
后，她一直不断探索更加丰富、深刻的关于

“孔雀”的故事。2022 版《孔雀》由她亲自操
刀担任了总编导，并邀请奥斯卡奖获得者叶
锦添担任美术总监，将一身舞蹈功力化入作
品之中。

“孔雀像凤凰一样的美，是吉祥如意的
象征。如果一个女人把孔雀舞跳好，我们族
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吸收了自然万物灵气
的吉兆，是特别美好的。孔雀这个题材特别
适合我们东方女性表达，就像是西方女性特
别适合表达天鹅一样。”杨丽萍几乎用整个
艺术生涯诠释“孔雀”主题，在新版《孔雀》里
更是倾注了对生命的感悟，贯穿了“舞如其
人”的理念，“人一定要关注内心，观照自己
人生的经历。我是用舞蹈来抒发对自然、对
生命的感悟，用一种觉悟后的价值观来衡量
自己生命的过程。所谓‘舞如其人’，哪怕生
命终结，也会涅槃重生。”

此次 2022版《孔雀》也展现了“00后”舞

者全面崛起的盛况。在青岛见面会现场，杨
丽萍向媒体介绍了此次来青的乔月禹、王思
龙、杨必熙、范景玥、小马等主演，“他们都是

‘00 后’，身体条件非常好，希望他们能够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孔雀》体量大，春、夏、秋
三个篇章跳下来衣服都湿了几套。王思龙
还要跳一段展示身体的舞蹈，跳完了全身像
是水洗一样，范景玥扮演的‘时间’要不停歇
地在舞台上旋转，观众休息间歇时，她也不
能休息。”

在采访中，杨丽萍颇有感慨地对年轻舞
者说：“你们第一次来青岛，这么好的剧院，
这么好的环境。我当年跳舞都在田间地头，
那时候，我们跳舞为的是感谢太阳，感谢大
自然。”

高端演出，原创+原味

《孔雀》备受观众欢迎，这让演出界思
考 ：“ 青 岛 观 众 到 底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高 端
演出？”

今年暑期，青岛大剧院迎来了多部成系
列演出：陈佩斯《惊梦》连演4场，观众和评论
家一片叫好；法语原版音乐剧《罗密欧与朱

丽叶》连演5场，上座率超过95%；2022版《孔
雀》造访青岛，连演 3 天 4 场，仍然吸引着大
批观众前来感受杨丽萍的舞蹈美学。

“当下的艺术家深受市场欢迎，往往是
把自己与角色融合。”业内人士分析说，陈佩
斯在《戏台》《惊梦》等作品中融入了世间荒
诞、人戏不分的感悟，感人至深；杨丽萍把艺
术生命与“孔雀”交融，用演艺生涯的历程诠
释生命轮回里的“孔雀”，荡涤人心。可以
说，这种原创性、个人 IP 属性的高端演出项
目在青岛找到了大批知音，而艺术家也不断
回馈观众的支持。“《孔雀》已有10年，但我想
用更多时间学习孔雀，学习孔雀的善良、孔
雀在自然里的朴实姿态。”纵横舞台 40年的
杨丽萍表示，她将继续执着于艺术的创新。

《孔雀》预热，青岛大剧院艺术节的高端
演出接二连三。本届艺术节以 9 月 15 日话
剧《四世同堂》启幕，以 11 月 18 日舞剧《孔
子》收官。在为期 65天的时间里，主办方甄
选国内外24个剧目、35场演出，涵盖音乐剧、
音乐会、舞蹈、话剧、儿童剧、戏曲、相声、杂
技、讲座等9个门类，为观众献上一场又一场
艺术盛宴。原版、原创、原味，这份来自于主
办方和艺术家共同奔赴的执着与倾心，值得
期待。

演唱会，行业走势一路“高歌”

在音乐演出行业，这个暑期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纪录，从业者心情大好。中国演
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 上半年全国演出
市场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
票 房 收 入 167.93 亿 元 ，与 去 年 同 比 增 长
673.49%；观众人数 6223.66 万人次，与去年
同比增长超10倍。

具体到西安，在 TFBOYS 十周年演唱
会结束后，“西安发布”披露了一系列数据：
受这场演唱会影响，西安出行总订单量同
比增长 738%，门票收入 3576 万元，直接带
动 4.16 亿元的旅游收入。预计到 2023 年
底，将有 13 组歌手的 17 场大型巡回演唱会
落地西安。

当然，暑期演唱会更亮眼的还是周杰
伦，他在海口连开 4场演唱会，吸引 15万人
次入场，海口四天实现旅游收入 9.76 亿元。
然而，真正标定演唱会产业“天花板”的还是
泰勒·斯威夫特。来自北美智库的数据显
示，她的 2023 巡演带来 46 亿美元的消费支
出，超过35个国家的GDP；她的歌迷平均每
场花费 1300 美元，用于门票、服装、旅行和
食物等支出。

在 2023 年，演唱会的消费升级变成了
一个全球趋势，人们渴望演唱会的情感体
验和音乐享受，同时把演唱会的行业预期
越推越高。

大数据，锚定你的音乐消费

“任贤齐青岛演唱会为什么这么火？”这
个问题几乎从“齐迹·在路上”演唱会定档
之初就悬在青岛演出商的头顶，尤其是，演
唱会加演一场后门票仍然售罄，更让熟悉
青岛演唱会市场的内行大跌眼镜——之前，
众多天王、天后级歌手的青岛演唱会铩羽而
归，没想到任贤齐的演唱会竟然能让全城歌
迷抢票。

不只是在青岛，任贤齐在其他城市的演
唱会门票也纷纷售罄；甚至不只是任贤齐，

张信哲、周传雄、张韶涵等资深歌手也都搭
上了这一波演唱会的热潮。一位熟悉全国
演出行情的演出商表示，当下演唱会越来越
精准，主要是采用了大数据分析技术，“现
在，大麦、秀动等都有着丰富的数据资源，他
们综合歌手近 5 年的票房历史、演过的城
市、歌迷群的消费能力等数据，邀请专业人
员预判、分析，然后敲定一场演唱会的举办
与否。比如说，一位歌手近5年只在北京和
沈阳举办过演唱会，且每场有 1500 万的票
房，那么，他在像青岛这样的北方城市再做
一场，一定是赚钱的。然而，如果一位歌手
在山东其他城市只拿到了300万票房，那他
的青岛站演唱会就需要谨慎‘接盘’了。”

今年的艾可什机场音乐节就是利用大
数据技术为歌迷“精准画像”的案例之一。
这场机场音乐会结合了新生代歌迷的口味，
选择了马群耀、法老等歌手，让“70后”感慨

“看懵了”“都不认识”，然而，整个阵容却抓
住了一批有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习惯
的群体。

“即便是全国演出市场火热的情况下，
青岛仍有部分演出临时取消，主要原因在
于主办方的眼光、专业度和市场分析问
题。”一位演出商介绍，“以前，我们做演唱
会往往是主办方喜欢哪位明星或对哪位歌
手有情怀就邀请谁。但是，开演唱会不能
靠情怀，要了解艺人，还要了解演出市场，
了解城市的经济形势。在挑选艺人时，我
不会问朋友的意见，也不会问行业前辈的
意见，反倒是向校园里的大学生、经常参加
音乐节的年轻人请教。”青岛著名 DJ 立波
更是坦言：“在对年轻音乐人的认知方面，
我女儿是我的老师。”

科技感，从荧光棒到LED屏

在任贤齐青岛演唱会现场，“80后”歌迷
李女士从小小的荧光棒上感受到了满满的
科技感：“荧光棒是数码控制的，跟着任贤齐
不同的歌曲变幻颜色。唱《浪花一朵朵》时，
全场荧光棒就同时变成蓝色的，而且，控制
得很准确，在特定的歌词、特定的时间节点

变色。任贤齐身后的 LED大屏也营造了上
佳的视觉效果，他演唱《我是一只鱼》时，
LED 大屏就变成了鱼缸的特效，演唱《浪花
一朵朵》时，又变成了海滩的模样。”

5年前，演唱会还是用冷焰火制造视觉
高潮，而现在，冷焰火已全面淘汰，由激光灯
和 LED 大屏制造的视觉效果更具冲击力。
李荣浩“纵横四海”青岛演唱会现场，歌手屡
屡被投射到水与火交错的视效大背景上，不
时出现的巨鲸、山岩、飞机等特效镜头令人
目不暇接，裸眼 3D技术、VR 技术的应用十
分娴熟。鲜为人知的是，演唱会上的XR特
效、虚拟拍摄技术正是当下影视虚拍技术的
来源之一，青岛东方影都引入的一点四刻公
司也是这一领域的技术强者。

随着技术的进步，演唱会的流程也在发
生改变：一开场，往往选择最劲爆、最有舞美
效果的快歌，展现歌手的魅力和舞美的匠心
设计；中段，则是推出一些新歌、新作，接着
是与歌迷的互动，镜头会在观众席中寻找最
有戏剧效果的歌迷，甚至有现场求婚的劲爆
情节；最后的环节，往往是“万人大合唱”，营
造热烈的气氛。“这次的任贤齐演唱会中，前
一个半小时唱歌，接着半小时互动，由歌迷
点歌，最后半小时全是老歌。每首都是大合
唱，《心太软》《伤心太平洋》等老歌几乎都唱
了，结尾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压轴。”歌迷
李女士介绍说。

规定的范式让演唱会与音乐节形成了
鲜明区别。“演唱会像是吃西餐，从开胃酒到
前菜、主菜、甜点都有规定的流程，甚至有专
门的礼仪，歌手必须按照标准流程演唱，以
配合设计好的灯光舞美程序，基本上每场都
一样。”演出商告诉记者，“音乐节属于‘自助
餐’，一场音乐节邀请十几组歌手，歌迷遇到
符合自己口味的音乐人就驻足倾听，不符合
口味就去休息、社交，一直等到自己喜欢的
压轴歌手登场。自由选择，去留随意，形成
了音乐节独特的‘自助餐’氛围。”

圈层营销，打破同质化

李荣浩、任贤齐选在同一天、同一个场

地开唱，青岛歌迷入场后泾渭分明：时尚靓
丽的“90 后”蹦蹦跳跳看李荣浩，“80 后”则
成双成对看任贤齐。当晚，任贤齐选了5位
观众点歌，其中 3 位是夫妻结伴到场，一对

“上下铺舍友”上学时就喜欢任贤齐，从2019
年太原站追看到 2023 年青岛站，“80 后”对
任贤齐的忠诚度可见一斑。

年龄圈层不同，消费观念自然不同，而
演出商正在通过精准的方式推广演唱会、
音乐节。“现在演唱会、音乐节不再大面积
推广，主要靠组建乐迷的微信群，一个微信
群五百人，演出方主攻大学生群体，几百个
歌迷群发布演出信息，瞬间上万张票就推
出去了。”业内人士表示，“打开朋友圈，你
能刷到哪场演唱会，基本上可以推测出年
龄圈层和消费习惯。圈层的隔绝使得非歌
迷往往在演唱会结束后都不知道‘某某歌
星上周刚来过’。”

音乐演出的 2023 年狂欢，打破了文化
消费的沉闷，也对文旅行业产生了强势带
动。然而演出行业内普遍担心，在高频次、
高密度的演唱会之后，如何确保音乐演艺的
后市，如何避免歌迷陷入疲劳期。

具体到青岛，一方面实力演出商仍在
引进高话题热度、高质量的演唱会项目，另
一方面，对国际化音乐演出的引入已经落
子。今年五月的艾可什机场音乐节上，泰
国歌手马群耀带来了充满惊喜的表演。演
出方介绍，泰国在亚洲范围一直是影视、音
乐的重镇，培养了众多国际级艺人。以马
群耀为起点，青岛计划打造海外音乐人主
题的音乐节，把国际水准、多元时尚引入音
乐演艺领域的同时顺势破解演出同质化的
难题。同时，随着《乐队的夏天》第三季开
播，以橘子海为代表的青岛原创乐队也在
扩展全国影响力，积累了大批忠实歌迷，青
岛原创乐队也形成了“逃跑计划”“四线方
格”“橘子海”“送春归”等年龄层次分明、风
格迥异的音乐势力。

这个暑期，青岛打破了一系列的音乐
演出纪录，而国际音乐人、本土原创乐队的
助力将把青岛在演艺市场的地位托举到新
的高度。

2023年，音乐演出迎来全面
升级，行业“天花板”远未企及

演唱会是
西餐

音乐节是
自助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8月的第一个周末，数以万计的
青岛歌迷哼着《任逍遥》《心太软》的
旋律走进夜晚，全国歌迷则是哼着
《青春修炼手册》走进又一波演唱会
高潮。

在8月5日的青岛国信体育中心
门外，几乎每个歌迷都有一腔心曲要
倾吐：“80后”歌迷重温任贤齐的老
歌，“90后”歌迷合唱李荣浩的金曲。
难得的是，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吐
槽”演唱会质量的歌迷。

暌违数年后重返的音乐现场，演
唱会的升级超出了歌迷预期。记者
采访了演出从业者、乐评人、歌迷，在综
合各方视角后可以看到：在2023年，
演唱会像是一场充满了仪式感的“西
餐”，而音乐节则像是狂欢的“自助
餐”。观众各取所好，尽情感受音乐
盛宴。可以说，音乐演出迎来全面升
级，行业“天花板”远未企及

舞如其人，杨丽萍“孔雀”重临
青岛观众集齐三个版本“孔雀” 大剧院高端演出接二连三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从2012版《孔雀》、2016版《孔
雀之冬》到2022版《孔雀》，杨丽萍三
个版本的“孔雀”全面展现了她的艺
术世界。8月11日至13日，杨丽萍
领衔出演的2022版《孔雀》在青岛大
剧院为观众带来为期三天的视觉盛
宴。从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造访青
岛到2023年，杨丽萍的“孔雀”在青
岛留下一道道艺术刻痕，也在青岛集
齐了三个版本的“孔雀”。

其实，从陈佩斯的《惊梦》、法语
原版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到杨
丽萍的《孔雀》，高端演出的热度在这
个暑期一直居高不下。对此，业界一
方面感叹高端演出的回温之快，另一
方面也在揣摩青岛观众当下的口
味。在经历了海外演出数年空缺之
后，观众对具有原创性、强文化属性
的演出项目愈发青睐，同时，高端演
出“IP化”渐露端倪，如同一只只“孔
雀”翩翩飞来，让观众目不暇接。

■邮轮母港“热爱全开音乐节”燃爆青岛。

■“热爱全开音乐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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