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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场音乐会亮相中国爱乐乐团“2020-2021音乐季”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商报社联合主办

从线上走到线下 音乐剧《一爱千年》9月再绎经典神话

《芭蕾精品晚会》登场
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次重启

线上演唱会如何斩获高口碑
观演效果未达预期引争议

每年夏日，均离不开演唱会的狂欢。据

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8月至今，已有7

场线上演唱会陆续举办，包括苏打绿“分身

乐团”鱼丁糸的出道演唱会、TFBOYS七周

年演唱会、韶涵线上音乐会“Undefined未

定义”等。

多场线上演唱会的举办，也在歌迷之

间掀起较高的热度。据苏打绿分身乐团鱼

丁糸“FOLLOWME演唱会”出道LIVE公

布的数据显示，该场线上演出累计实现超

200万人次在线观看，弹幕互动量则超过

95万条。除此以外，一周之前举办的

TFBOYS七周年演唱会更是以最高同时在

线人数达78.6万人，打破了韩国男子演唱

组合“防弹少年团”此前创下的75万线上付

费演唱会同时在线观看的世界纪录。

然而，较高的热度却并未让线上演唱

会实现较高的口碑。以TFBOYS七周年演

唱会为例，该场演唱会将门票分为30元、

158元和860元三档，最高价格已能与线下

演唱会普通座位的门票相比拟，但不少歌

迷和粉丝在观看完整场演出后，纷纷流露

出失望的情绪，不仅不是直播，还缺少了其

他线上演唱会与观众互动的体验感，因此

认为票价与实际观演体验并不匹配。

“票价出来的时候让我挺惊讶的，毕竟

此前没有听说过线上演唱会的票价能卖到

800多元，确实不太能理解，这个价格和体

验感相比起来有点过高。”粉丝张婷婷如是

说。此外，歌迷李晓月表示，“虽然高档票价

的门票可以提供不同机位的画面，同时还

包含T恤、渔夫帽、单肩包等实体礼品以及

TFBOYS成员公仔的盲盒购买资格。但屏

幕展现的画面与低档票价的画面没有特别

明显的差异，调出来的单人机位也无法放

大观看，而我买门票的主要需求就是希望

能有更好的观演体验”。

演出质量已成留存用户关键

无论是更多线上演唱会的持续亮相，

还是部分演出在门票方面的尝试，实际显

现的是从业者正在进一步探索线上演唱

会的商业化，但观众所发出的争议与质

疑，则意味着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存在问题

尚未解决。

新元智库创始人刘德良认为，演唱会

属于一种在特定周期内举办的特殊的产品

形式，本身存在稀缺性。同时，演唱会的定

价和明星号召力是相关的，从此前演唱会

总体票价水平来看，TFBOYS演唱会票价

并不是特别高，但关键在于，能否让观众享

受到与票价相符的体验感。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在线

音乐演出市场专题研究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在线音

乐演出观看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8000万

人，且线上演出这一新兴娱乐方式得到了

更多“00后”用户的青睐。而在选择观看演

出的平台时，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合作

艺人为选择主要考量因素占据主导因素，

56.8%的受访者认为直播内容质量也是重

要考量因素。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在线音乐演出

发展起步阶段，艺人IP资源成为吸引用户

流量的首要因素，各平台在明星资源布

局上的竞争越趋激烈，但如今，优质内容

的创新也将成为吸引和留存用户的关键

因素。

在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看来，今年

以来，线上演唱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

歌迷与粉丝已从最初更多是新鲜感，变为

追求更高的演出质量。而一分钱一分货，这

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真理，演出行业也不

例外，若想让市场买账，就需要提供相对应

的产品。

强化技术与互动优化市场

不可否认的是，线上演唱会拥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据《报告》显示，特殊时期线下

演出市场的停摆，进一步激发大众线上娱

乐需求。同时，各平台纷纷布局线上演出市

场，在明星流量以及平台的多渠道推广下，

在线音乐演出市场发展迅猛。而以

TFBOYS七周年演唱会为例，即使假设所

有观众都购买30元最低档位的门票，78.6

万的同时在线观看人数也能产生超2000

万元的收益。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在线音乐演出

行业拉开商业化尝试的序幕。当前，在线

音乐演出主要通过付费门票、粉丝打赏、

赞助广告等方式盈利，演出收入由平台、

音乐人分成。同时，演出收入将用于优化

在线音乐演出的设备支持、演出效果、音

乐人收入及曝光，形成行业闭环。而在线

音乐演出市场商业模式仍处于更新迭代

的探索发展阶段。

究竟该如何更好地实现线上演唱会的

商业化呢？不少歌迷表示，除了提升演出效

果外，希望能进一步增加与偶像的互动，可

以实现在线聊天、点歌等环节。

在刘德良看来，“线上演唱会如果想要

有所突破，要随着技术发展不断提升线上

体验，在移动端强化观众的参与互动，加强

试听效果，以支撑整体的持续性发展。而未

来，线上和线下演唱会将呈现融合发展的

格局，线下通过线上来带动热度，而线上演

唱会也可以像制作网络大电影一样，推出

更高质量的演出面向消费者”。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杨菲

线下演出正在逐步恢复，但线上演出市

场的高温仍在持续。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

统计，自8月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

有包括TFBOYS的七周年演唱会、 苏打绿

“分身乐团”鱼丁糸的出道演唱会在内的7场

线上演唱会接踵开唱。然而，随着更多线上

演唱会相继展开，线上观看效果不佳及不同

档位票价权益等问题引发歌迷质疑不断。随

着演出市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步伐不断

加快，线上演唱会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而在未来如何走得更远，势必要以保证

优质的用户体验为先。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
8月24日，中国爱乐乐团对外公开

“2020-2021音乐季”的演出安排，

本季演出将于9月11日正式开幕，

届时将为观众带来16场交响音乐

会与5场室内乐音乐会，涵盖贝多

芬、古斯塔夫·马勒等多位大师的

音乐作品。

根据演出安排，中国爱乐乐团将

在本次演出季以贝多芬专场音乐会

拉开序幕，与此同时，还将上演“纪念

古斯塔夫·马勒逝世110周年系列音

乐会”等演出。此外，中国爱乐乐团原

计划在5月25日举行的“我们生于

2000：中国爱乐乐团成立20周年庆典

音乐会”，也再次定下演出日期，并将

于10月20日作为第23届北京国际音

乐节闭幕音乐会上演。而在2021年的

1月和4月，一台马勒与丁善德“隔空

对话”的主题音乐会，以及纪念法国作

曲家圣-桑逝世100周年的专场音乐

会也将登台上演。

北 京 商 报 记 者 了 解 到 ，在

“2020-2021音乐季”中，中国爱乐乐

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余隆将指挥7

场交响音乐会，曲目包括贝多芬、威

尔第在内共15位作曲家的作品，中国

指挥家石叔诚、夏小汤、黄屹、杨洋则

将指挥《我的祖国》选段、《马勒第七交

响曲》、《马勒第一交响曲》、《黄河大合

唱》等交响名篇。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爱乐乐团

于2000年5月在原中国广播交响乐

团基础上组建成立，是国家级交响

乐团，直属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00年12月，中国爱乐乐团举行了

首演音乐会，正式对外亮相，此后完

成了大量音乐作品的世界首演、中

国首演，包括交响乐、歌剧、清唱剧、

戏剧配乐、芭蕾音乐、室内乐、音乐

剧、影视音乐、多媒体音乐、与中国

民族乐器相结合的各类音乐等多种

艺术形式在内的千余套音乐会，演

奏了近6000部作品，观众累计数百

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爱乐乐团的脚

步已从国内走向国际，并在美国、加

拿大、意大利、英国、德国等多个海

外国家举行音乐会。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实习记
者 杨菲） 作为全国线上首演音乐剧，
《一爱千年》在此前的演出中获得不

少观众的青睐，而在9月4日-6日，《一

爱千年》则将首次从线上走向线下，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为观众带来多

场演出。

公开资料显示，《一爱千年》改

编自民间神话故事《白蛇传》，用“断

桥相会”“药房成亲”“水漫金山”“雷

峰塔毁”四幕情节重新演绎了白娘

子和许仙的故事。与过往版本不同

的是，《一爱千年》在保留了白娘子

和许仙之间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基

础上，运用音乐剧独特的创作理念

和表演方法，对剧目逻辑和框架进

行全新设计，彰显了法海、许仙、白

蛇和青蛇四个人物、四种对爱的不

同理解与表达。

该音乐剧的主创团队也汇聚业

内多位知名人士，其中该剧导演为毛

伟伟，先后历任大型原创民族舞剧《孔

子》执行导演、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舞剧

《长白英魂》总导演、原创大型舞剧《水

旱码头》执行总导演。而《一爱千年》的

编剧则是曾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中

国金唱片奖等多项大奖的词曲作家、

音乐制作人陈小奇。此外，该音乐剧的

编曲则是数十次获得国内外音乐大

奖的作曲家李小兵。

今年5月，该音乐剧首次与观众

见面，并选择登“云”的方式，成为国内

首部线上宣发、线上首演的音乐剧，开

创了剧场演出运营新模式。据官方数

据显示，《一爱千年》的线上演出实现

全网关注量超400万，仅首演点赞数

便达到近45万。

此次从线上走到线下，《一爱千

年》也对内容进一步升级，同时主演阵

容将由宫政、孙尧饰演法海；郑棋元、

税子洺饰演许仙；曹雪、易文卉、王爱

华出演白蛇；曾乙、桑婷婷饰演青蛇。

北京商报讯（记者 卢扬 郑蕊）记者从国家大剧
院获悉，8月29日晚间，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系列

演出之中央芭蕾舞团《芭蕾精品晚会》将正式亮相，

为观众在线上带来五部精彩的芭蕾作品，而这不仅

是国家大剧院自推出线上演出以来的首场舞蹈演

出，也是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在特殊时期以来的首次

重启。

据悉，此次演出中，不仅包括《古典女子四人

舞》《灰姑娘》《仙女》在内的古典芭蕾经典选段，同

时也将上演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一场《常

青指路》，带领观众重温红色经典，此外，中央芭蕾

舞团为抗疫特别创作的交响芭蕾作品《逆风飞翔》

也将首次亮相。

公开资料显示，国家大剧院“华彩秋韵”系列演

出是继“春天在线”“声如夏花”后，于本月初推出的

最新系列线上演出，并由“繁华众声：张艺、陈悦与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拉开帷幕，且该场音乐会采

用了全球首次“8K+5G”直播。而此次的《芭蕾精品

晚会》，也是国家大剧院自推出线上演出以来，在陆

续为观众呈现音乐会、歌剧、话剧、戏曲等多种演出

形式后，进一步丰富，带来舞蹈类的演出。

而为了让观众进一步了解芭蕾艺术，在《芭蕾

精品晚会》的导赏环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陆

放将在演出前带领观众走上舞台，为观众介绍芭蕾

演出必不可少的“秘密武器”，探一探后台紧锣密鼓

的准备情况。此外，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国家大

剧院副院长赵铁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

还将在排练厅共话芭蕾艺术，并与中央芭蕾舞团青

年演员赵欣悦、管■正一同揭秘芭蕾舞者台前幕后

的训练日常，介绍演出作品的不同特点，让舞迷在

欣赏芭蕾之余，更能看懂芭蕾，感受芭蕾艺术的独

特魅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线上演出已成演出市场发

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既是相关作品的展示平台，

也是将观众从线上导流至线下剧场的重要渠道，

因此在内容层面也需更为丰富，并从多元化的展

现方式及角度建设线上平台，从而达成培育演出

市场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