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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难求
距离《声入人心》完结过去不到3个

月时间,眼下,第二季节目的选拔已在

路上,同时《声入人心》线下同名音乐会

15城巡演在4月开启。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声入人心》

音乐会的北京首场演出与第二站天津

站一经开票就瞬间售罄。记者尝试向北

京保利剧院方了解票务收益表现,对方

称不便透露,但其官网发布的座次与票

价信息显示,首演票价在288-1388元

之间,实际上288元席位只有8个；按整

场座席粗略统计,一场下来将有170余

万元的门票收入,1388元价位的约占总

额的近六成。

与北京保利剧院近期举办的另一

场名为《赤裸的灵魂》的音乐会相比,综

艺带火的《声入人心》热度立现：《赤裸

的灵魂》演出票价在100-580元之间,

购票支持选座并有套餐优惠活动,目前

尚有余票。而不少《声入人心》购票观众

在网上抱怨：“票价高也就罢了,座位还

是随机安排。”

微博上一份网友自行发起的调查

显示,愿意买票观看《声入人心》音乐会

的人群中,学生党占据了六成以上,八

成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票价定位偏高。

在此番线下昂贵变现之前,《声入

人心》还曾被网友戏称为“最穷节目

组”。“湖南卫视声入人心官微”曾表示

节目组穷到买不起热搜；有团员曾发

微博称手机赞助商发给成员在节目中

使用的手机,录制结束后需要回收。

“声入人心 穷”的话题在微博有近千万

的阅读量。

在业界人士看来,为音乐会买单的

粉丝属性依旧大于专业性。音乐剧公

司七幕人生CEO杨嘉敏表示,《声入人

心》综艺的高声量确实能为音乐演出

引流,但他并不确认这些凭好奇心入

场的新观众是否还会看第二场,也不

能预测这些为偶像而来的追星女孩到

底能持续多久。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也采访了著名

乐评家、演奏家景作人,景作人表示,

“未看过也并不了解类似演出”。至于综

艺是否能真正带火音乐演出的问题,在

景作人看来也不能简单地从一时票房

数字一概而论。

快钱模式
由“穷”到“贵”背后,是出品方借综

艺热度延长产品线,以举办演唱会、音

乐会等延长线下演出方式,实现IP的二

次变现过程。

除《声入人心》音乐会之外,伴随偶

像选秀网综而来的演唱会在当下层出

不穷。公开报道显示,爱奇艺网综《偶像

练习生》推出的组合NINEPERCENT,

出道仅一个月便在上海等地举行了巡

演,半年后才推出首张专辑；而从腾讯

视频《创造101》走出的火箭少女成团

280天中举办了7次唱演活动,大量的演

出背后支撑的却只有去年8月发行的首

张迷你专辑《撞》。同时,临时撤档、团票

黄牛等负面事件频频发生；近日火箭少

女登NBA表演新歌,因实力不足、动作

不齐而被网友吐槽“丢人”。

在艺评人、《通俗歌曲》杂志原编辑

严峻看来,许多综艺系演出已被打上了

赚快钱的标签。“面对综艺巨大流量和

品牌热议度的诱惑,尝到甜头的平台以

及经纪公司,面对蜂拥而至的演出商,

让刚刚出道、尚无代表作的新生就踏上

了巡回演出的路子。”

对于综艺系演出的“快销”模式,知

名影视节目评论人纳兰惊梦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这与整个娱乐产业迭代的

新属性相关：“例如限定组合火箭少女

的签约期就是两年,运营方就要在这么

短的时间内收割粉丝经济、流量红利。

与以往精英式的造星模式不同,当下各

平台赚取的是大众‘注意力经济’,大环

境与大趋势使然。”

虽然选拔美声表演者的《声入人

心》有“综艺爱马仕”之称,似乎有别于

一般偶像选秀节目,但其线下演出依然

是捧人胜于作品。对于4月18日演出在

即的《声入人心》,天津大剧院接连发布

微博：在公布演出阵容、详解抢票流程、

普及观艺礼仪之后,还发布公告称：“考

虑到各位对演员的喜爱与支持,剧院将

开通花束转达通道。各后援会为每位演

员赠送花束不可多于一束,每束不多于

50枝,剧院总计接受花束数量不超过14

束。”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并未有对

演出曲目的介绍与说明。

粉丝经济
在业界人士看来,与综艺系演出紧

密绑定的还有粉丝经济、养成文化红

利。“不管是《偶像练习生》还是《声入人

心》,甚至是一些体育节目,粉丝经济已

经遍布方方面面。”纳兰惊梦指出。

某资深演出商表示,虽然部分粉丝

喜欢上某位艺人的初始原因不是唱歌

技巧,而是外表、性格等方面,但假若演

出过程频繁出现问题,迟迟没有代表作

品推出,也会逐步损耗粉丝的喜爱度。

演出行业分析人士黎新宇强调,“歌曲

仍是一切基础,如果没有代表作品作为

基础,那么演唱会则是‘演’出来的。随

着目前各大资本不断掷重金再造男团、

女团,在市场的极速前行之下粉丝们的

热情还会不会买这种‘快销’模式的账

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据了解,当下已有平台意识到野蛮

收割之后的粉丝经济也需要“养成”和

培育。今年优酷网综《以团之名》练习生

成团之后,巡演似乎已有弱化趋势,“2

张音乐EP、10部影视作品、7部综艺、5

部团综”的作品资源被着重强调。

回归作品,划定艺人在作品、影视、

曝光、品牌等多维度阶梯式发展,培育

粉丝的耐心和信赖度成了改变综艺系

演出赚快钱而昙花一现的关键。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少峰指出,国内其实有着比韩国等海

外国家更大的市场,如何才能更为有效

地运营组合并延长组合的生命力,是每

一位入局者必须要翻过的山。企业或平

台方要做好粉丝经济,需要注重定位、

讲好故事、注重体验,将粉丝经济转化

为持久的品牌经济。

对于综艺系演出的热度,纳兰惊梦

也强调理性以对：“随着日后宣传和曝

光的减少,线下演出、音乐会的热度也

将随之衰减,但是并不能就此否认内容

本身,关键还是要看演出质量。一个节

目、一次演出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效

益的持久也是需要各个方面的联动。”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胡晓钰/文
贾丛丛/漫画

“综艺系”演出的快钱还能赚多久
声乐竞演真人秀《声入人心》凭

借对小众音乐的大众化包装， 让音
乐剧演员组成的声入人心男团一炮
而红。综艺之后，线下演出活动也趁
热打铁，4月16日北京首演与18日在
天津的第二站演出的门票， 均已被
抢购一空， 此后在全国十余个城市
的巡演也有一票难求的迹象。 凭借
着综艺的热播，为了延长产品线，深
度挖掘背后的IP价值，如今越来越多
的出品方都会选择举办演唱会、音
乐会的方式， 实现综艺IP的二次变
现。由于质量参差不齐，现阶段大部
分的“综艺系”演出往往会被打上赚
快钱的标签， 作为一种新兴的演出
品类，“综艺系” 演出究竟该如何摆
脱昙花一现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