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观文博”成为都市旅

游的品质首选，吸引大量外地

和外国观众，上海还对标最高

最好，进一步发挥文旅消费引

流作用，提升上海国际影视节、

上海旅游节、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周

等品牌节展的外部溢出效应。

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的一个多

月里，世界顶级“天团”抢滩上

海：英国指挥帕帕诺爵士携钢

琴界“流量密码”王羽佳先声夺

人；尼尔森斯“挂帅”维也纳爱

乐乐团；指挥索契耶夫与慕尼

黑爱乐乐团忙不迭烹制俄式盛

宴。舞界同样“卷”：俄罗斯“芭蕾双子

星”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马林斯

基剧院芭蕾舞团“前后脚”抵沪，明星

首席各秀“绝活”；被“惦记”多年的皮

娜 ·鲍什版《春之祭》热烈回应中国舞

迷的痴心守候；蒙特卡洛芭蕾舞团又

以天马行空的编舞出奇制胜。此外，

德国名团邵宾纳剧院为来沪“亮剑”，

遴选2部佳作。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甚

至在沪驻场近1个月，接连上演5部大

戏，诠释何谓“戏比天大”。

全球名团名家对上海的“艺”往情

深，换来观众的“艺”往无前。天天赶

剧场的上海观众不在少数，全国观众

有的“打飞的”来排队购买公益票，有

的“拖着箱子”直奔剧场……今年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吸引约24%外省市观

众，约8%境外（含港澳台地区）观众。

国际艺术节之外，上海的演出市场同

样火热，仅上半年全市共举办营业性

演出（不包含歌舞娱乐场所）2.2万场，

观众人数约991.6万人次，票房约16.9

亿元。大型活动方面，举办了包括张

学友、张杰、周深、西城男孩等61个大

型演唱会和格子旗嘉年华、辰山草地

广播音乐节等3个音乐节共计122场，

吸引观众128万人次以上，其中65%

的观众来自上海以外地区。值得一提

的是，演出市场的火热，还带动了周边

商圈的商业销售，演艺大世界、虹口足

球场、静安体育中心、梅赛德斯 ·奔驰

文化中心等演出场馆

周边商圈消费

金额增长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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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上海，有
人拿着今年豆瓣评分
最高的华语电影《好东西》的
票根，一一打卡国泰电影院、四
行仓库、当代艺术博物馆，或者
钻进电影同款的小店、市集、小
酒馆，感受“好东西”在这座城市
里的熠熠生辉；也有人躲进博物
馆和美术馆，跟着慕名而来的全
国观众，一道感受历史的气息；
或者在田间地头，以稻香伴书
香。2024年前三季度，上海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总额
9642.84亿元，全市支柱产业
地位进一步巩固；2024年，上海

在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中，持续绽
放一座城市卓尔不群的
魅力，创造文化让生活更
美好的丰富场景。

创
作
，有
奖
杯
更
有
口
碑

这一年，上海的

高质量文艺创作再攀

高峰。截至2024年

11月底，上海共有27

部作品获38个国家级

奖项，38部（折）舞台

艺术作品入选中宣

部、文旅部重要创演

片单。电影《长安三万里》、

电视剧《繁花》、杂技剧《天

山雪》、网络文艺《中国奇谭》、广播

剧《赫哲人的“伊玛堪”》、歌曲《新路》、理论

文章《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等

7个门类11部作品获中宣部第十七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获奖

数量创历史新高。26部“上海出品”影视剧

（11部电视剧、15部网络剧）在央视及五大

头部卫视、四大视频平台播出。《天下国家

道理》等4种图书入选中宣部年度“中国好

书”，7种选题入选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位居全国地方第一。

作品，有奖杯，更有口碑。年初，由

上海原创、上海拍摄、上海出品的电视剧

《繁花》以对上海故事的讲述、对上海精

神的阐述、对上海历史的回顾，充分调动

起上海观众的集体记忆，也再度唤起全

国观众对上海的关注和讨论。那些在

“至真园”所在的黄河路、“夜东京”所在

的进贤路打卡的游客，触摸到的

是上世纪90年代这座城市的

往昔风采，也是上海的

多元文化与海纳

百川的城市

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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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底，上海

已有165座博物馆，平均每

15.1万人就拥有一座馆；上海市美

术馆名录共收录了100家美术馆，

数量持续领跑全国。过去一年，上

博东馆全面开放，上海博物馆“大

博物馆计划”的“施工图”正逐步转

变为“实景画”，“博物馆热”持续升

温；过去一年，上海的“美术新空

间”队伍已经扩容至30家，它们散

落于城市肌理中，嵌入市民生活，

不断打破艺术与公众的围墙；过去

一年，“逛馆”已经成为上海市民的

日常休闲方式，成为国内外游客体

验海派文化的好去处，成为城市形

象的一张亮丽名片。

2024年，全市博物馆举办的临

展类型多样、主题丰富、彼此接力，

掀起了文博观展热潮。例如，作为

“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

三展，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星耀中国：三

星堆 ·金沙古蜀文明展”，接待观众逾百

万人次；作为“对话世界”系列第四展，上

海博物馆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

明大展”于7月19日向公众开放，截至10

月底，埃及展接待观众总数超80万人次，

近七成观众来自外省市。中共一大纪念

馆举办的“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文物史料专题展”，接待观众

43万人次；上海自然博物馆举办的“地球

宝藏之水晶传奇”，接待观众超25万人

次。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光荣之

城——上海市革命场馆联盟红色文物史

料展”，接待观众近32万人次。闵行区博

物馆举办的“相遇海昏侯——西汉刘贺

墓精品文物展”，接待观众39万人次。源

源不断的文博大展，正推动文博场馆成为

上海的流量入口，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

要窗口、对话世界不同文明的重要平台、

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媒介，为全面提升城

市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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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了数百年的镜框式舞台，近来愈发受

到沉浸式戏剧的冲击。如果传统剧场里，台上

演出的不是高品质经典剧目，恐怕很难吸引到

青年观众。《不眠之夜》“落沪”数年来，“沉浸

式”戏剧紧跟着城市更新的步伐、公共文化空

间创新的节奏，以及“演艺新空间”的挂牌，滋

生出各种版本。

这类沉浸式戏剧的首要特点是“沉浸

式”——更专业的说法其实就是“环境戏剧”，亦即

环境要“沉浸”，且像是装修一样，可以根据现有

“房型”创新设计，因而也赋予了一些“鸡肋空间”

文化价值，从而带来新业态、新消费。这就是一些

沉浸式戏剧在商业大楼里生长的初衷。

其次，空间的多样化赋予了演区的多样化，亦即

在沉浸式戏剧中，基本没有“台上台下”之分，演员总

是穿梭在观众席中间表演，观演关系不再是“敬仰”而

是“平等”。因而，为求得多角度接近不同主角，反复

购买均价两三百元的戏票十几二十场的观众不在少

数。在亚洲大厦这个“垂直百老汇”发源的这类沉浸

式戏剧多以小音乐剧为主，主打让人“下班快乐”。对

于剧组而言，主要成本在于装修，因而长期驻演也是

必然，因此一部剧分AB乃至C组，也很常见——这又

衍生出演员不同组合带来的票房高低……基本靠经

济规律推动的沉浸式小音乐剧引发了剧目是作品还

是产品的争论，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繁荣的征兆。

沉浸式戏剧的另一大发展方向是与高科技结

合。自《消失的法老》开创了沉浸式VR展的先河，去

年一年仅上海就有十余个同类项目铺开，从《秦潮觉

醒》到《巴黎舞会》，乃至依然在运营的《巴黎圣母院》

等，都通过穿戴设备创造出了视觉奇观的全新世界。

根据科学规划，其所需营业面积不大，但是地段要热

门，均价两三百元带来不到1小时的肉眼看不到的神

奇世界或者历史时空，确实令人大开眼界、增广见

闻。但是其前期开发成本不低，全球兼具深厚的文史

哲和艺术底蕴以及高科技开发能力的公司屈指可数，

一旦开门，不开个一年半载就不能回本。

至于戏剧原本扎根的情节叙事、人物塑造、深刻

主题，在这些沉浸式戏剧的大道上逐渐“走散”——抑

或当前戏剧原创能力日趋薄弱，抑或人们向外寻求情

感价值的诉求远高于自省，严肃的、经典的、深刻的、

不能提供现场交流的戏剧，如果制作再不精良，就更

难赢得票房。这就是

当前引进大批

海外音乐剧还

可能回本的根

本原因之一。

情绪价值
氛围感、社交互
动一起嗨——
网络上越是活
跃，越是需要
线下“检验”，
甚至网络社交
方式开始重塑
日常生活状
态，包括文化
娱乐休闲。迎
来2025年，文
娱生活会更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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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源于日语“Goods”

音译，通常是指亚克力材质的桌

上立牌或包上挂件、有着唯美画面的一张

张“色纸”“吧唧”（日语“徽章”的音译）以及可以把

这些“小商品”收纳在一个塑料透明——可以让旁

人看得到这些“小收藏”的“痛包”。“痛包”之“痛”，

源于此前“痛车”之“痛”，乃英语“Paintpain”的“误

读”，直译其实就是“彩绘车”，内涵延展为“脱离常

规般的、强烈的情感投入”——相当于“痛”。因而，

这种强烈的情绪价值，赋予了原本价廉的亚克力、

马口铁“文化附加值”。加之，在画面内容上往往是

对已有作品的“二创”，倾注了素人创作者的个人情

感，可以与同好分享，自然就有情感共鸣带来的经

济效益。

因为单价相对便宜，学生群体量大，因而经济总量可

观。加之，“谷子”还有社交属性，各种玩法丰富。之所以

有很多“限量版”，有很多“盲盒”，是因为可能“凑一套”，

“凑一套”不仅是情感满足，也可能会大幅提升经济价值。

因而，也会有二手市场前景，具备“增值”可能。因为在上

海找不到合适的场地，今年在杭州率先举办了“谷子博览

会”（GoodsExpo），不少来自日本等海外高影响力动漫IP

来中国“摆摊”。主办方认为，还是“上海的二次元浓度

高”，准备把这个博览会搬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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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经济的发达，使得淮海中路、南京东路一

带的商厦每逢节假日充满青春活力。偏安一隅的大

悦城，面积更大，成为动漫游戏爱好者聚会的新场

景。在这些传统商业的几个楼层里，不仅有“谷子”

之类的动漫商品，还有动漫主题餐饮、咖啡店。

有意思的是，通过网游积蓄了大量财富的网游

公司，也在尝试实体经济。有的输，有的赢——网络

消费逻辑与实体消费逻辑并不相通。例如，米哈游

投资的衡山路8号一带走高端餐饮路线，不温不

火。英雄游戏投资的INS新乐园，以整幢楼包含各

种文娱消费的模式，成为夜生活、夜经济的新亮点。

网游公司有意涉足实体经济，但是真正推动实

体经济迈开“二次元主题商厦”步伐的，依然还是扎

根实体经济的“店三代”。在上海开实体连锁店乃至

进行整幢商厦文化主题规划的投资方，目前不在少

数。他们都有意愿以“二次元主题商厦”的概念，面

向青年人、亲子家庭等进行全方位的焕新设计。目前，在

武汉已有成功案例。“潮流盒子 ·武汉X118”就是在原香港

新世界百货时尚广场的基础上全面翻新成“二次元主题商

厦”，以“策展”为其整体包装思路，瞄准13至35岁客群，周

末日均客流达7万人次。

上海今潮8弄背靠的滨港商业中心，还没揭幕，已有十

数家租客属于演艺互动娱乐类，有的甚至一下子签了6年

的租约……“演艺新空间”将更为蓬勃繁荣。

制图摄影

邵晓艳王凯

当2024年的脚步
渐远，2025年的面庞

渐近时，海内外大团的抵
沪日程也逐渐清晰。2025年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依然会汇聚
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院团。音乐剧

《SIX》《悲惨世界》将会成为明年上下半年最
受瞩目的海外音乐剧。而颇受关注的香港话
剧团音乐剧《大状王》也已定档上海文化广
场。这还不算“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海
国际电影节和电视节、上海书展、ChinaJoy

等上海文艺“四季歌”的固定档期。事实上，
围绕上海文化建设的不仅仅局限于各类文化节庆以及
各类世界顶尖文艺院团的来沪演出日程，还包括
公共文化地标的新建与改建。如果一切顺利，上
海大歌剧院预计2025年末竣工，上海歌剧
院自此有了“场团合一”的长期驻演
剧院，也将迎来海内外歌剧汇聚带
来的视听盛宴。福州路上，上海古
籍书店也将焕新亮相，成为国
潮古风“书式生活”的新场
景，带来新业态、新消
费……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