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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里的“双11”

低价售票走量

距离“双11”仅剩十余天的时间，各大

剧场便已早早进入“备战”状态。北京展览

馆剧场、世纪剧院等剧场里的多场演出如

《杭盖乐队·2019北京演唱会》、法语音乐

剧《摇滚红与黑》等都有优惠套票和限时优

惠活动。

开心麻花、德云社、孟京辉戏剧工作

室、七幕人生、爱乐汇、四海一家、大船文

化、聚橙八大戏剧品牌则拿出旗下的优质

剧目，联合大麦网共同设立了“天团奖池”

为消费者送出包括千元观演礼包。大麦网

平台事业部总经理周正对此表示，通过任

务激励、情境式主题营销以及内容化的场

景导购等方式，缩短消费者购买决策，同时

建立更多的情感连接。

“‘双11’成了中国新的购物节，所以现

在剧院甚至小剧场都在借助这样的消费氛

围来借势营销，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并且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因为

‘双11’来源于网络购物节，而剧场演出尤

其是小剧场演出的主要受众也是互联网用

户，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两者的受众用户高

度重合，所以从时机和受众人群的角度而

言，这样的营销是比较合适的。”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

峰认为：“从空间角度来看的话，许多剧场

演出的内容并不是就某一个节日能实现

的，很多时候需要较长的档期以及相对完

整的营销策划；互联网节日虽然是当下比

较热门的概念，但还是需要把概念做足并

且提前预热，然后到‘双11’的时候可能才

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瞄准单身群体

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身成年

人口已经超过2亿，其中超过7700万成年

人是独居状态，相当于总人口15%的单身

群体背后是巨大的市场需求。在业内人士

看来，除了网上购买小家电、外卖一人食消

费的比例增高，精神消费也成为了当下单

身青年重点关注的内容。

今年，不少剧场也瞄准了单身经济背

后的消费机遇。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双

11”期间，以爱情题材为主的戏剧在各大剧

院纷纷上演。北京繁星戏剧村876剧场在前

后两天推出了昆曲《望江亭中秋切■》，讲

述“从此无别离，百事长如愿”；保利剧院则

推出《恋爱的犀牛音乐会》。

不只是北京，国内其他城市的剧场也

推出了瞄准单身群体的剧目。比如上海的

橙剧场推出外百老汇“怦然心动”恋爱音乐

剧《长腿叔叔》中文驻场版；苏州的张家港

星海剧场推出黄梅戏《薛郎归》。

除此之外，一些演出场所还会在当天

举行单身派对。以糖果livehouse为例，则

将在11月11日当天推出“11.11光棍节唱给

单身汪主题演唱会”。该项目负责人表示，

“因为‘双11’不仅是购物大促的日子，也是

约定俗成的光棍节，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在

‘双11’既不伤钱又不伤心，所以准备了这

场专门给单身人士的演唱会，想让单身的

人过节不落单，通过这样的单身主题活动

去认识陌生人，甚至实现脱单。”

魏鹏举认为，“单身也罢，‘剁手’也罢，

目标受众主要针对互联网用户，同时，它已

经逐渐从线上发展到线下，甚至开拓了更

多市场，但归根结底，都是互联网时代产生

的一些特定的社交概念和消费概念”。

深挖档期经济

从春节档、情人节档到国庆档、“双11”

档等，约定俗成的档期成为了众商家吸金

增粉的重要环节。吸收会员才能享受限时

优惠是许多商家惯用的方法。据悉，大麦网

在今年“双11”首次推出了VIP会员服务，

129元开通原价199元的VIP卡，同时可享

有360元通用优惠券及德云社、开心麻花

等品牌优惠。

在一千零一剧场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宦峰看来，在其他业态，借助“双

11”等热门档期进行营销早已成为很自然

的市场行为，然而无论是剧场还是整个演

出市场也应该以此借鉴，从而拉动消费。

“档期经济的出现和现代都市人的生

活节奏有关，它是一个长期磨合不断得到

共识的结果。不仅配合人们生活的节奏，而

且往往有某个特定的主题，从而营造了一

种消费氛围，很多时候，消费行为就是在这

种氛围下产生的，所以，所谓的档期经济就

是在挖掘创造和推动这种情境消费。”魏鹏

举如是说。

但随着竞争愈发激烈，商家更加重视

特色化营销和新媒体营销，不仅运用新技

术手段向消费者推送打折信息、促销活动

等，也在各出奇招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据

了解，为了缩短用户购买决策路径，大麦网

还联合100个KOL开展主题营销购活动，

通过Vlog、短视频、图文等形式，帮助消费

者达成最佳购买。

在从业者看来，想要积极长效地发展

档期经济，需要警惕购物狂欢的背后可能

出现投机取巧行为和盲目消费，一方面，诚

信经营是永恒的道理，应该作为一种信仰

来膜拜，否则再好的主题和消费环境，时间

长了也会没落的；另一方面，虽然更多更活

跃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依旧需要注意理性

消费。无论是档期狂欢还是日常购物，都应

该让消费成为对自己、对社会有意义的一

部分，而不是负担。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实习记者 杨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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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的狂欢气氛如今也蔓延到了剧场里。尽管距离一年一度的“双

11”购物狂欢节还有近半个月的时间，但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与以往不

同的是，从联合票务平台推出超低折扣吸引观众走进剧场，到密集推出爱情

题材戏剧、举办单身派对瞄准细分人群，京城的剧场也在摩拳擦掌、积极备

战，准备成功搭上“双11”的快车。

“夜经济”无疑已经成为今年以来消费

市场的热门话题。10月30日，大麦网数据研

究院发布的30城文化演出夜经济活力榜显

示，今年1-9月，全国30城夜间文化演出观

演规模同比上涨，其中唐山用户增速最快

高达365%，合肥、南通、乌鲁木齐、哈尔滨

紧随其后，增速均超200%；广州领衔一线

城市夜间文化演出消费活力，用户规模同

比去年提升37%，超过北京16%、上海9%、

杭州11%的同比增速。

从用户和票房增速来看，南通、贵阳、

青岛、南京、汕头、宁波、哈尔滨等二三线

城市消费需求旺盛，演出IP下沉激活了区

域市场潜力，观演规模提升显著。从消费

结构上看，演唱会、话剧歌剧、曲苑杂坛、

体育赛事四大品类市场消费强劲。合肥、

汕头、厦门等南方城市演唱会优势明显，

扛起了整个城市文化演出夜经济消费大

旗，用户规模高达70%以上；而唐山、乌鲁

木齐、长春、济南等北方城市则是曲苑杂

坛的市场占有率更高，用户更愿意腾出晚

上时间走进剧场。

北京、上海、杭州历来是“观剧大户”，

戏剧话剧消费占比高达三成以上，城市观

剧心智已全面成熟。据悉，今年以来，《谋杀

歌谣》、《白夜行》、《德龄与慈禧》等优质剧

作巡演先后落地北京、上海，其中，《德龄与

慈禧》北京站两轮开票5秒之内均售罄。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体育市场增速较

快，篮球世界杯、中国足球超级杯、CBA全

明星赛（青岛）、VNL世界女排联赛等大型

及商业赛事集中上线，拉动了消费闸门。南

京、江门、苏州、青岛等城市受大型赛事落

地影响，夜场演出票房收益同比大幅提升。

话剧从业者刘晓宇表示，“夜间演出市

场让从业者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尤其对

于小型演出团体而言，一般来说，如果你没

办法保证一定的演出收益，就无法引起场

地的重视，如果场馆经营时间延长，总会有

一部分的空余时间，可能那个时间段观众

较少，但对我们而言就是机会，我们也需要

尝试与场馆合作演出，即便开始有些困难，

但有经验后总会逐渐与场馆熟悉”。

在从业者看来，演出从业者通过延长

演出时间，拉动“夜经济”，无疑可以把更多

的消费者吸引过来，但若想留住消费者，并

培养他们的演出消费习惯，尤其对于剧场

的经营者而言，就需要除提供演出外，为观

众提供咖啡厅、艺术教室、活动厅等区域，

用多个层面的消费吸引大家。资深小剧场

运营负责人王聪强调：“剧场可能需要改变

一些惯性思维方式，夜间可以安排时间较

短的演出，尝试多排一些场次，但这需要事

先进行广泛的调查，寻找潜在观众，才能更

好地促进剧场的调整。”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二三线城市演出市场“夜经济”消费需求走高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2019国家
大剧院“醇·萃古典”自10月启幕以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名团，为北京乐迷

带来了一段段难忘的音乐记忆。11月，

“醇·萃古典”第二季即将重磅来袭，交

响、独奏、歌剧音乐会等多重音乐形式，

继续打造京城精彩纷呈的古典音乐盛

宴。班贝格交响乐团、北德广播爱乐乐

团、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三支德、俄一线

乐团相继亮相；吕思清、普莱特涅夫、李

云迪三位中外顶尖演奏家，超高技艺一

展独奏乐器里的大世界。

来自德国的班贝格交响乐团成立于

1946年。11月1日，班贝格交响乐团将

通过贝多芬、布鲁赫与德沃夏克的作

品，来呈现这种特质。执棒本场音乐会

的青年指挥才俊雅各布·赫卢萨，是班

贝格交响乐团的现任首席指挥。他“表

达丰富，情感炽热，能量与力量充沛而

热烈”的风格，深得媒体赞赏。与此同

时，留声机大奖、回声大奖的榜上常客，

当红小提琴家薇尔德·弗朗也将重磅加

盟，带来她2019-2020新乐季的主打曲

目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另一支一线乐

团———有着近70年历史的北德广播爱

乐乐团。11月24日，乐团将在音乐总监

安德鲁·曼兹的率领下再度登台国家大

剧院。该团作为德国“广播交响乐团体

系”中的代表乐团之一，是汉诺威市的

“音乐大使”，本次他们将携手单簧管演

奏家马丁·弗洛斯特共同演绎贝多芬、

莫扎特经典作品。马丁·弗洛斯特手中

的乐器有着“会跳舞的单簧管”之称，他

的表演风格灵动活泼、妙趣横生，本场

音乐会中，他将吹响莫扎特《A大调单

簧管协奏曲》。此外，乐团还将在安德

鲁·曼兹的指挥下奏响贝多芬《费德里

奥序曲》和《第五交响曲“命运”》，以本

真德奥之声，叩响“命运”之门。

此次，他们将继续在艺术总监、

“指挥沙皇”瓦莱里·捷杰耶夫的率领

下与北京观众“赴约”，三场风格迥异、

别具一格的“重量级”音乐会，也将再

次掀起一股“俄罗斯旋风”。11月25日，

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家里姆斯基-科

萨科夫的经典曲目将集中奏响，这也

是捷杰耶夫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第七

度以“全集”的形式，为观众展示俄罗

斯音乐的丰富与瑰丽。11月26日，瓦格

纳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将以音

乐会版形式震撼呈现，长达5个多小时

的“歌剧音乐马拉松”，也必将成为本

年度乐迷最期待的一场音乐盛事。11

月27日，捷杰耶夫的音乐足迹将来到

法国，以浪漫派杰出代表柏辽兹的《幻

想交响曲》和《特洛伊人》，带领观众走

进旖旎炫彩的法国音乐世界。

三支顶级交响乐团
奏响醇·萃古典第二季

1-9月重点城市夜经济消费同比增长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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