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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近日，藏族作
家达真创作的长篇
小说《家园》由天地
出版社、西藏人民
出版社联合出版。
小说通过传奇性的
多线故事演绎以及
人物群像塑造，展
现出时代转折大背
景下个体的命运沉
浮、社会的沧桑变
迁，表达了“融合”
是不同文明共同发
展的大势所趋。

23日在京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达
真表示，《家园》是自己“康巴三部曲”的
最后一部，它与前两部作品《康巴》《命
定》一起，为和平而歌，为人性而歌。

专家表示，这部作品以“长江源头与
源尾”这一独特视角将两个家庭、两个民
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用文学笔法生动
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扩大，深刻诠释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包容性、和
平性等。

与会专家认为，《家园》将一幅汉藏
民族不断融合、携手奋斗的民族团结
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是藏地小说的
代表性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
要收获。 据新华社

藏地小说再添新作
《家园》讲述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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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热”背后的文化期待

演唱会普遍呈现规模大、场次多的特点

跨城观演比例走高，演唱会更受女性偏爱

2023年，“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
城”成为了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跨城观演也为城市文旅发展带来了新
的流量密码。

报告显示，2023年大型演唱会跨
城观演比例达68%，同比2019年增长
7.4%，创历史新高。其中，南京市大型
演唱会异地观众占比最高达80%。从
跨城观演观众来源地看，广州市位居第
一。此外，受头部艺人演唱会拉动，三
四线城市旅游消费也持续走高。

从用户结构上看，观看两场及以上

演唱会的购票观众占比超20%，观看4
场以上的观众达4%。从年龄上看，演
唱会更受年轻观众青睐，24岁以下购
票观众（00后观众）占比接近4成。性
别方面，演唱会更受女性观众偏爱，占
比达6成以上。

从用户体验上看，演唱会用户权益
更精细，更具仪式感。以淘麦VIP为
例，大麦推出的优先购、专属纪念票等
会员权益给歌迷带来了差异化的消费
体验。报告显示，去年一年，147.8万淘
麦VIP订阅了张杰演唱会优先购，平台

上197万会员领取了淘麦VIP专属纪
念票，会员消费心智持续提升。

同时，用户对演出场地、场次的前
置参与感更强。演唱会举办前，用户可
参与城市“许愿”，当许愿人数达到演唱
会规模后，艺人巡演就有可能去该城市
举办。报告显示，2023年大麦演唱会
城市许愿人次已达5100万，其中561
万人许愿成功，实现双向奔赴。广州、
西安、北京、重庆、上海、武汉、深圳、成
都、南京、郑州成为用户最期待演唱会
举办城市。 据《北京青年报》

近日，电影《维和防暴队》发布定档
海报，宣布将于5月1日上映。

由刘伟强监制、李达超执导的《维和
防暴队》讲述了余卫东（黄景瑜 饰）、杨
震（王一博 饰）、丁慧（钟楚曦 饰）等维
和警察肩负神圣使命，远赴异国他乡，深
入战火纷飞的战乱任务区执行任务的故
事。他们直面恐怖袭击、武装暴动、黑帮
横行等种种险境，维和行动刻不容缓。

刘伟强曾打造过《中国机长》《烈火
英雄》等既有震撼场面又有情感力量的
影片。此番，他联手曾获金像奖“最佳动
作设计奖”的导演李达超打造高燃动作
大片，聚焦鲜少出现在聚光灯下的维和
警察。

目前共有8部电影加入五一档，分
别是4月30日上映的《哈尔的移动城堡》
《间谍过家家 代号：白》《特技狂人》和5
月1日上映的《维和防暴队》《没有一顿火
锅解决不了的事》《末路狂花钱》《怒海营
救》《猪猪侠大电影·星际行动》。 综合

《维和防暴队》
锁定五一档

2023年，消费者对现场娱乐体验
的需求大规模反弹，演艺市场迎来爆发
性增长。报告显示，2023年大麦演唱
会点击“想看”人次达1.8亿，用户观演
热情持续高涨。

2023年，中国内地5000人以上大
型演唱会票房近146亿元人民币，创历
史新高；大型演唱会场次达0.24万场
以上，观演总人次超2000万。

从体量上看，2023年演唱会普遍

呈现规模大、场次多的特点，万人以上
的演唱会较2019年增长3倍。同时，
单站多场的演唱会增长显著，整体规模
较 2019 年增长 17%。例如，周杰伦
2023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海口、
上海、天津等多城连开4场；薛之谦“天
外来物”巡回演唱会在北京、广州等地
单站连开3场。

从地域分布上看，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冀和川渝地区仍然是演唱会

热门举办地。其中，衢州受薛之谦演唱
会影响，成为全国票房排名增长最快的
城市。

与此同时，市场也明显出现演唱会
举办城市下沉的趋势。报告显示，
2023 年相比 2019 年，西北地区演唱
会票房增幅超 900%，五线城市演唱
会票房增幅超过 600%；省份票房排
名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排名均
有提升。

日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大麦、微博、灯塔专业版共同发布了《跨越山海 共赴
热爱——2023年演出市场大型演唱会年度洞察》（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
2023年，中国内地全年5000人以上大型演唱会票房近146亿元人民币，创历史
新高；大型演唱会场次达0.24万场以上，观演总人次超2000万。

铿锵的英歌鼓声在英
国伦敦市中心响起，一队队
涂抹着鲜艳脸谱的演员尽情
演绎着粗犷豪放的英歌舞，
这一盛景引来了不少伦敦
市民驻足。

甲辰龙年春节，国内更
是热闹非凡。潮汕的“英
歌”、西北的“社火”以及华
北的庙会等民俗活动纷纷
亮相，成为节日期间一道亮
丽的文化景观。从“民俗
热”文化现象中，我们能读
出哪些信息？

这些传统民俗的走红，
绝非意外。它们大多是几
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
是群众在节日期间最为喜
闻乐见的群体活动。它们
热烈奔放、大气磅礴、喜气
腾腾，它们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
艺术形式，展现出巨大的感官冲击力和强
烈的情绪感染力，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的希
冀与渴望。

这些传统民俗的魅力，还在于它们
传递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以“社火”为例，
演员们踩在高跷上，扮演不同的历史人
物，演绎着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在
表演中，演员们还会融入秧歌、腰鼓等多
种传统民间表演内容和形式，这为优秀传
统文化的复兴和创新搭建了新的场景。
再如潮汕的英歌舞，人物形象大多取材于

《水浒传》，表演者把对角色的理解放到表
演中，也给这部传统名著注入了新鲜的解
读。在他们的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到惩恶

扬善、孝亲敬友等朴实隽永的价值观念得
到了具象的表达。这些直接、原始、接地
气的朴素情感和价值观，在当代仍然具有
无与伦比、深入骨髓的灵魂冲击力，恰恰
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传统民俗持续走红，不仅为新媒体
平台贡献了“流量”，还推动了地方文旅经
济的发展。从去年年初开始，淄博、天津、
哈尔滨等城市以其独特的文旅亮点在短
视频平台走红，文旅传播成为推介地方文
旅产品、塑造地方形象、吸引外来游客的
重要手段，而社火、英歌舞、庙会等带有浓
郁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恰好是最能彰显
文化特质、最吸引网友关注的“精彩流
量”。短视频短小精悍、制作方式简单快

捷、凸显高光时刻等媒介特性，
让这些民俗活动中最夺目的亮
色得以快速传播，从而成为地
方文旅的“流量密码”，吸引大
批游客，进而引起下一轮自发
的传播。再加上文旅官方媒
体的主动推介，这些传统民俗
活动成为推动文旅消费的活
跃力量。目睹这些民俗活动
强大的吸引力后，相信会有更
多地方开始重视挖掘传统民
俗中蕴含的文旅潜能，让当地
民俗文化能够被看见、被展
示，形成文化与经济“互相搭
台，共同唱戏”的良性循环。

“出圈”以后，如何维持传
统民俗热度，成为各方需要思
考的新命题。一方面，各地政
府部门应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重
新审视民俗活动的核心价值，

加强民俗活动的产品化、品牌化和节庆
化，以创新的旅游产品、文创商品、国货潮
品让民俗活动可购买、可携带、可体验。
另一方面，期待更多社会组织广泛参
与，共同深入挖掘民俗活动的文化内涵、
历史渊源和象征意义，探索其在现代生活
中的实际应用。例如，可以尝试将民俗文
化融入地方学校的课程体系中，让年轻一
代更加了解和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还
可以尝试将传统民俗与影视、综艺、短视
频、动漫、电竞等流行文化元素相结合，进行
富有创意的二度创作，并在新媒体平台广泛
传播，打造独具特色的研学产品，让民俗
的传承有载体、有活力。 张铮（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来自广东普宁英歌舞团的演员们，在拥有两
百年历史的伦敦伯灵顿拱廊街演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