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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思南读书会五百期特

别活动上，起码参加了460期的

“荣誉读者”许树建说：“11年来，思

南读书会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内容。听过嘉宾讲课，也组织过

读者撰写心得。”与许树建志同道

合的有十几位思南读书会的志愿

者，他们坚持为每一期的思南读书

会出读书札记，内容丰富，感情真

实。札记既给作家留下一份纪念，

也为每个普通读者提供一个写作

的平台。“书友从40后、50后、60

后、70后延续到80后、90后、00后，

这样的感觉真好！”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孙甘露

有点激动，作为思南读书会的创始

人，他记得从第一期到现在的点点

滴滴，记得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

言题写了“思南文学之家”；记得第

一期的主持人是作家王安忆。思

南读书会的嘉宾名单非常壮观，几

乎世界上所有重要奖项的得主都

曾来过，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

共同的身份——读者、爱书的人，

“‘思南’是一所学校，同时也是

上海的景观。读者从南京、杭

州、苏州拉着拉杆箱来参加读书

会，听完就走，有的读者带着自

己的孩子来，让孩子感受阅读的

氛围。一个读书会听上去并不是

那么轰轰烈烈，但时间久了，对

读者、城市，都会产生积极的作

用。这是上海这座城市赋予我们

的书香。”

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

阎晶明与思南读书会多次结缘，

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成长之

地。“思南读书会的传播方式，是

让创作者、出版者、学者、教授、作

家、艺术家与广大读者直接交流，

面对面切磋的方式，不但对一个

城市，对全社会的良好文化氛围

的营造，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

思南读书会第一期嘉宾作家

孙颙回忆，第一期的主题“让过去

告诉未来”是王安忆的主意，和读

者分享的是孙颙的小说《漂移

者》。“她说我们写小说的人，是记

录生活，反映生活，我们写的都是

过去的故事。但是未必不对当下

的生活起作用，甚至可以影响未

来。”

据悉，读书会对谈精选集《在

思南阅读世界》出版至第六辑，第

七辑将于今年面世。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在2025中国（成都）

演出交易会音乐演出市

场发展论坛上，中国演

出行业协会与灯塔专业

版共同发布了《竞逐升

级、多元发展——2024

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趋

势及特点分析》（以下简

称“大演报告”）。大演

报告指出，2024年大型

演唱会增速最为突出，

票房破260亿元，同比增

长78.1%；观演人次超

2900万，同比增长45%，

成为演出市场最吸睛的

消费品类。

2024年大型演唱会

中巡演项目占绝对多

数，达到79.7%。不仅有

周杰伦、薛之谦、张杰等

头部艺人延续2023年的

巡演计划，也有凤凰传

奇、刀郎、许嵩等艺人，

带来现象级的音乐热

潮。从地域分布上看，

大型演唱会虽然开始向

二线城市集中，但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川

渝地区稳定保持着大型

演唱会核心票仓，合计票

房占比达63.5%，长三角

地区消费最为活跃，票

房占比达到了全国大型

演唱会总票房31.4%。

城市票房上，上海持续

领跑全国，杭州市、苏州

市、太原市2024年表现

强劲，进入城市票房前十。

与此同时，跨城观演仍然是演

唱会用户的主流消费形式。大演

报告显示，2024年大型演唱会跨

城观演比例为64.2%，98.4%的跨

城观众会在餐饮上有消费支出，此

外68.1%的跨城观众产生了交通

消费、购物消费支出；在演出地进

行旅游消费的跨城观众占比达到

30.2%。由此可见，通过

主办高质量的演唱会，

能为地方文旅商体展融

合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激发更多潜力。

2024年大型音乐节

市场供需回归理性，品

质音乐节占据消费上

风，中小体量新兴IP减

少。经统计，2024年国

内主要音乐节IP数量在

71个左右，同比去年下

降40.5%。显然，除阵

容、创意外，能否提供稀

缺资源、创造差异化服

务正在成为大型音乐节

追赶的新竞争优势。

区别于演唱会的长

周期运营，大型音乐节

演出更多集中在五一假

期和十一假期。2024年

五一档和十一档的演出

场次分别超过了60场和

40场，成为全年的票房

高点。

与大型演唱会类

似，大型音乐节也出现

了票房向头部项目集中

的显著趋势。报告显

示，1000万元票房以上

的音乐节在全部大型音

乐节项目中的占比从

22.5%提升到了34.0%；

2万—3万人演出规模的

场次占比也从2023年的

3.5%提升到了2024年的

12%。

灯塔专业版运营总经理王舒

总结，2024年大型营业性演出依

然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发展周

期，供给侧趋于多元化、品质化发

展，消费侧更看重体验、服务和生

活方式的呈现，整个市场活力充

沛，消费旺盛，会朝着更高水平进

阶发展。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书”妆归来 依然纯粹
上海古籍书店今天焕新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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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焕新归来的上海古籍书店内

人头攒动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上午首发10:30

上海古籍书店今天焕新重开

的消息早已传开，福州路406号

的门口，早早就有读者翘首以待，

不时朝里张望。从事美术专业工

作的朱先生说：“我的知识启蒙主

要是在上海古籍书店为中心的福

州路，从小就喜欢在福州路逛书

店，以前每到周末，古籍书店门

口，大学老师、文学爱好者、研究

生会围在书店门口谈论书和文

学。”“我最爱去三楼的打折书店，

装修停了一年多，我郁闷了好

久。”喜欢写小说的周先生说。

在上海古籍书店成立近七十

载的书香时光里，它照亮了一代

代读书人前行的路。

上图总经理石洪颖动情地

说：“书店装修接近尾声，常常会

有老读者推门而入，问‘你们什么

时候重开，开了还是书店吗？’我

想说的是，我们还是书店，还是难

得的、纯粹的书店。”

以全新面貌回归的上海古籍

书店总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

囊括了1600余种旧版线装书、

50600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关主题书籍，成为全国单体最大

的古籍书店。此外，古籍书店对

读书人的关怀也体现在细微处。

书店中庭右侧新设了一方公益书

架——“博雅书架”。在“博雅书

架”上，爱书人可以选购自己喜爱

的图书放置于上，寻找、期待一位

有需要、与自己相同爱好的读者，

免费与之分享。喜欢这本书的读

者只需简单登记，即可借走一本，

阅完后归还书店放置于原处，等

待下一位读者的青睐。这一份微

小的善意中，是对同路人的寻找，

也是一份温暖的传递。

同时，书店的六楼屋顶花园

将推出“旧书新知 ·淘书乐”周末

特色旧书市集主题活动，邀请藏

书家、旧书爱好者一同参与，通过

搭建旧书交流分享平台，深入挖

掘旧书背后人与书的故事，构建

集旧书流通、阅读循环、人际联

结、社交增值于一体的“旧书朋友

圈”，从而进一步助力旧书新知的

传播与推广。

上海古籍书店也为广大读者

特别准备了专属音乐明信片作为

开业礼，读者可于其上线时加盖

开业纪念章。今起至5月5日，读

者还可享全场75折焕新启幕优

惠。书店将推出免费注册金卡会

员送福利、博雅活动次卡，以及服

务于60岁以上人群的99元“博

雅阅票”。同时，暖心的楼层、活

动导览互动屏，可供读者进行

“智能体质自测”的水吧点单系

统，散落在空间内的座椅和服务

铃等服务也准备就绪，期待着读

者的到来。

本报记者 徐翌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