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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即将启幕的2025上海市民文

化节今年新增了一个“市民妆造大

赛”——比赛内容并非传统日常生

活里的美妆造型，而是火爆多年但

始终找不到正式中文对应名的

Cosplay，这意味着随着文旅商体展

促消费的浪潮，二次元经济的蓬

勃，Cosplay有了官方中文名：妆造。

Cosplay 最早见诸报端是在

2002年，首次有望进入市级赛事是

在2003年。本报2003年11月1日

文娱新闻版刊发《上海人表演欲望

高涨“天天演”群文节目报名者如

潮》中提及“今年新加入的Cosplay

舞台剧，则因为剧情不够雅俗共赏

而落选”，亦即22年前的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群文板块在南京路世纪广

场的节目遴选中，Cosplay的表演内

容并未符合大众审美，止步于决赛。

Cosplay 是 Costume Play 的缩

写，Costume 意为服装、戏服；Play

意为游戏、戏剧，意译为为打扮成某

个文艺作品里的角色而进行的游戏

甚至戏剧表演。以往，言简意赅地

挪用港台地区的意译“角色扮演”。

由于纯粹按个人喜好而去模

仿、扮演角色，妆造形象个性飞扬

是常态，故而在公共场合，妆造如

何符合公序良俗，亦即不给路人带

来惊吓或者误会，本质上是一个城

市管理的课题。妆造属于文化内

容——China Joy2016 年曾经推出

“女模‘事业线’露出超过 2 厘米，

除‘事业线’外胸部其他部分裸露

罚款 5000 元”的规定被热议……

还有女孩包裹成木乃伊就上街，让

人惊讶到不知所措……

因而，如何正确对待这一火爆

至今且最集中“文旅商体展”的社

会文化和经济消费现象，考验着很

多人的智慧。上海市公安局和上

海市动漫行业协会近一年来，摸索

出《有关上海动漫领域 Cosplay 等

现场管理的做法》，其中包含了《妆

造公约》。

上海全年在沪举办的10万人

次以上参与的大型动漫节展不低

于10场，各类动漫主题展40多个，

全年活动数百场，参与观众近3亿

人次。在保护年轻力、消费力和城

市活力的前提下，《妆造公约》先于

去年万圣节期间在静安大悦城试

行。内容包括“妆造需符合作品原

型——题材来源合法、不得违背社

会规范和公序良俗”“禁止使用现

役制服及标识”“请勿穿着带有色

情、暴力、恐怖、血腥元素服饰妆

造”“避免全脸彩绘或全面部超过

50%遮挡的妆造，如防化护具等”

“避免携带金属类或类武器型道具

及尖锐物品，长、宽不得超过50厘

米”“尽量避免节假日在商场洗手

间和储物区进行装扮”……

试行下来一切顺利。偶有

“出格者”也都听劝。因而，当今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找到动漫行业

协会表示，是否可以举办 Cosplay

大赛时，双方一拍即合。“妆造大

赛”就此进入市级公共文化活动，

成为首个政府主办的 Cosplay 大

赛。二次元浓度高的几个区争相

要求承办，最终，普陀区承办妆造

大赛的总决赛。

今后，我们将在上海市民文化

节启动之后，看到二次元商圈、指

定街区内将举办既健康又个性，不

让父母担心、不让路人产生问号的

妆造大赛。

2025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将

于 3月 29日“城市美育日”全面

启动。当天将以嘉定区嘉亭荟

城市生活广场为主会场，全市 16
个区设分会场，推出形态多样的

市集、展示、互动、体验等沉浸式

的美育场景和活动，千余项活动

铺开多姿多彩的春日画卷，让市

民走进“家门口的美育空间”。

当天的主会场将举办一场

全市群文大汇演，以民歌、戏曲、

舞蹈、器乐、合唱等丰富多样的

艺术形式，为观众送上一场隆重

的视听盛宴。现场还将设置街

头艺人表演区、“嘉有好店”非遗

产品售卖区、体育活动互动区等

多个具有特色的区域。

除嘉定主会场之外，各区的

分会场将汇集美育舞台展演、AI
与非遗市集、展览、快闪等美育

体验。嘉定区文化馆（区图书

馆）将展出“无界生生：当代马陆

艺术作品展”；静安区的AI与非

遗市集中，各种机器人让人眼花

缭乱；徐汇区将聚焦“中国电影

120周年”主题，在襄阳公园、衡

山电影院门口、百代小红楼前、

夏衍故居等地开展中国电影 120
周年电影海报展等多种多样的

特色活动；黄浦区将在南京路步

行街开展“南京路遇见·艺美黄

浦”快闪活动……

上海市民文化节的多项赛事

也将陆续开展。“经典赛事系列”

今年将开展市民合唱大赛以及市

民舞蹈大赛、红色故事大赛等，

“创新和特色赛事系列”将推出以

敦煌历史、艺术文化与现代航天

科技为主题的“古今双飞天-
AIGC创新设计大赛”，市民数字

音乐大展将展现市民文化在数字

艺术方面创意，市民妆造大赛以

“国潮×次元”为主题集结全城创

意达人……已经颇具影响力的青

少年传统文化（知识、曲艺）大赛、

中外家庭戏剧大赛、长三角阿卡

贝拉音乐大赛、江南民歌大赛等

也将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赛

事品质。

此外，今年还将开展城市草

坪音乐会、上海湾音乐会暨第二

届大学生好声音PK赛、第十二届

上海浦江沪剧节暨“乡音和曲”

沪剧邀请赛、大学生街舞大赛、

电子键盘手大赛等特色活动，为

特色文艺团队和市民素人搭建

高水平的交流展示平台。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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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海网络游戏销售收

入 1558亿元，同比增长 7.8%，连续

13年保持正向增长，产业规模扩增

8倍。昨天上海网络出版管理工作

会议上透露出的这些数据，彰显出

上海游戏产业的“排头兵”地位，上

海作为全国网络出版产业重镇的地

位更加稳固，全球电竞之都、游戏创

新之城建设成效凸显。

游 戏
叠纸游戏发行的《奇迹暖暖》

《恋与制作人》《闪耀暖暖》《恋与深

空》《无限暖暖》等游戏在全球的用

户数超过了4亿。实现游戏内容的

持续创新，文化赋能是一条重要的

路径。比如《无限暖暖》的春节游戏

版本，与苏州市评弹团合作，为游戏

中的角色创作了一曲《萦音前词》，

将剧情化为评弹唱词，并邀请非遗

传承人为玩家科普评弹知识，以纪

录片的方式呈现了幕后创作过程。

《恋与深空》1月与国家级非遗“洛

阳宫灯”合作，在游戏内上线“制灯

工坊”的小游戏，让玩家在游戏内体

验制作宫灯的过程，也能更直接地

感受到洛阳宫灯的艺术特色与文化

内涵。

莉莉丝、米哈游等企业匠心打

造的游戏作品也屡获国际殊荣，登

顶海外排行榜，不仅在国际市场赢

得广泛赞誉，还为国内产业发展提

供了宝贵经验与强大助力，实现了

文化输出与产业反哺的良性循环。

网 文
数据显示，2024年上海网络文

学销售收入 118 亿元，同比增长

10.5%，75部作品荣获省级及以上

奖项，《上海凡人传》等 4部作品入

选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现实题材

网络文学出版工程。在网文 IP孵

化转化方面，改编动画、剧集、游戏

等均取得优异成绩，其中《庆余年

第二季》连续 18天全国实时收视

率第一。

同时，阅文集团“起点国际”平

台已汇聚海外作者近45万人，累计

访问用户约3亿，覆盖全球228个国

家和地区，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

要窗口。

七猫原创的《剑来》经腾讯视频

改编成动画，获得国家广电总局推

优。七猫现实题材征文大赛涌现出

的《苍穹之盾》《桃李尚荣》两部作品

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2022—2023
年优秀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

程。七猫构建的“文学+影视+有
声+出版+动漫+出海”立体化 IP开
发体系，成功打造出多个跨媒介叙

事的 IP内容，截至目前，已有 5700
余部作品完成了各类衍生开发。

电 竞
第 21届ChinaJoy规模空前，展

商743家，观众36.7万人次，海外展

商占比可观，周边消费拉动显著。

展会促进整合上下游资源，加速产

业融合，海外展商展示前沿技术产

品，国内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渠道，经

济赋能显著。

国际电竞资源向上海汇聚，强

化了“全球电竞之都”定位。2024
年，上海电竞产业销售收入61.31亿
元，其中产业赛事收入占全国的

46.9% ，俱 乐 部 收 入 占 全 国 的

41.87%，在2024年全球著名电竞城

市中位列第二。全年举办电竞赛事

2300余场，吸引线下观众 231万人

次。其中，CS Major吸引线下观众

近9万，非上海观众比例88%，海外

观众8700余人，线上观赛量超23亿
人次，上海成为全球首个举办过三

大国际最顶尖电竞赛事的城市。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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