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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动的社团

赵涵/整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程 思
见习记者 罗 希 实习生 赵 涵

灯光下，京剧服饰上的金银丝线、

水钻和宝石交相辉映，衬得演员也闪闪

发光。两个小时的视听盛宴中，王浩感

受到了自己对于京剧的全身心投入：

“有一次我的位置在第五排正中间，视

角与演员齐平，感觉演员演戏时就像在

跟我对戏。”

在北京读书的杨先舜在半个学期里

看了五六十场线下演出，攒了一沓厚厚

的票根。他热衷于线下演出带来的沉

浸式体验，观看话剧 《我们的荆轲》

时，太子丹送别荆轲的场景让他印象

深刻。当太子丹给荆轲敬酒的手止不

住地颤抖时，语文课本里那句“风萧萧

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突然有

了温度。

近年来，青年对线下演出的热情持

续升温。脱口秀、演唱会、音乐节、

live house、话剧、音乐会等成为不少

青年休闲娱乐的重要选择，演出热为

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日前，中国

演出行业协会发布了 2024 年全国演

出市场的多项数据： 2024 年全国演

出 市 场 总 体 收 入 796.29 亿 元 ， 同比

增长 7.61%，其中演出票房收入 579.54
亿元。

“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的现

象正在各个城市上演，演出经济热背后

反映了青年怎样的心理需求？他们如

何看待演出消费？近 日 ， 为 进 一 步

了 解 青 年 对 演 出 消 费 的 真 实 态 度 ，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以大学生

为主的青年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 144
所高校大学生或毕业生填写的有效问

卷 1301 份。调查结果显示， 75.02%受

访者每年至少观看一次演出，74.79%
受访者表示，演出市场繁荣离不开文娱

消费升级，年轻人更愿意为“悦己消

费”买单。

年轻人推动演出经济热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受访青年观看

过各种类型的线下演出，排在前三位的

分 别 是 演 唱 会 （48.12%）、 音 乐 节

（46.81%）、 live house （25.67%），此外

还有话剧、舞剧、音乐剧等舞台剧

（21.91%）、脱口秀 （18.75%）、旅游演

艺 （16.76%）、相声 （14.45%）、音乐会

（13.53%）、戏曲 （6.53%）、VR 虚拟演

出 （6.30%） 等。

在武汉大学读书的王浩是个“京剧

迷”，时间允许时，他每个月会到剧院

看上一场京剧演出。作为享誉全国的

“戏码头”，武汉戏曲文化资源丰富，演

出市场繁荣。在武汉市政府的优惠政策

下，武汉戏曲演出的票价“格外亲

民”。“湖北省京剧院的票价很便宜，除

了最好的几排座位卖到 50 元，其他座

位一律售价 30 元。在武汉看戏‘很

香’！”王浩说。

杨先舜也是个“彻头彻尾的演出

迷”。2019年，还在读大二的杨先舜收

到了朋友赠送的一张交响乐门票。这张

意外得来的免费票，成了他演出消费的

起点。现在，他平均每个月至少看两场

演出，中国音乐学院每周五的公益音乐

会他几乎全勤。

来自文华学院的刘冠希经常去看偶

像的演唱会或参加的音乐节。前几年，

刘冠希一年会看 3到 4场演出，近一年

来，她看演出越来越频繁，每个月都会

看 1到 2场演出。

巢湖学院的闫国侠在大一大二时，

平均每年要看 3到 5场演出，周末或假

期常常背上书包就出发，“那会儿总想

着用有限的生活费多体验几场”。对于

演出市场的火热，她认为政府的“保驾

护航”功不可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愿意省下钱去看演出，很多城市还把演

出和旅游打包推广。”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受访者认为社

交媒体助推 （53.42%）、偶像经济爆发

（50.27%）、演出形式创新 （38.74%）、

线下社交需求增加 （36.59%）、文旅融

合带动 （31.67%） 均不同程度促进演出

市场繁荣。

演出市场繁荣正在成为拉动城市消

费的新引擎。山西体育中心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志远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他所

在的太原市通过打造“歌迷之城”，成

功将演艺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发展的持

续动力。“山西体育中心有限公司隶属

于华舰体育集团，一直坚持打造‘体

育+演唱会’模式。2023年以前，平均

每年举办 2到 3场演唱会，2023年举办

了 9 场， 2024 年举办了 30 场。加上在

太原市稻田公园举办的 2 场音乐节，

2024 年全年近百万人次到太原观看演

出，带动消费 41亿元。”

在王志远看来，“为一场演唱会奔

赴一座城”正在成为青年群体消费的新

风尚。王志远介绍，2024 年山西体育

中心举办的 30场演唱会中，74.7%的观

众来自本省外市及省外，90 后和 00 后
是观看演唱会的主要群体。当年，同程

旅行发布的 《2024“十一”假期旅行趋

势报告》显示，太原市进入国庆假期国

内热门目的地前十。在王志远看来，城

市知名度提升有演唱会的功劳。

演出经济热背后的青年需求

喜欢的艺人、合理的票价、便捷的交

通、朋友同行，一场演唱会能占到这 4样
中的 3样，闫国侠“就会果断冲”。

调查发现，放松娱乐 （57.49%），有

喜欢的偶像、艺术家参演 （53.27%），对

演出内容感兴趣 （41.12%），获得沉浸式

体 验 （25.98% ）， 接 触 新 鲜 事 物

（25.44%），提升艺术品位 （19.68%），满

足社交需求 （18.99%），可以打卡拍照

（13.91%） 等，均为受访青年热衷于线下

演出的原因。

演出经济热背后反映出青年的内心需

求。中青校媒调查发现，79.40%受访者认

为演出给人带来情绪价值，治愈心灵。此

外，培养兴趣爱好 （48.58%），提升自身

艺术审美 （36.89%），拓宽知识面、扩展

视野 （32.67%），拓展社交圈 （31.21%）
等也是受访者的真实需求。

6年前，电影 《霸王别姬》 让王浩首

次接触到京剧艺术，从梅派的经典剧目

《贵妃醉酒》开始“入坑”，随后就在“坑

里”挖宝，研究京剧的各类唱腔、身段和

服饰。一场场京剧演出给王浩留下的不只

是各种样式的票根，“每看完一场演出就

像看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王浩能从情

感起伏中感受京剧传达的深层文化内核，

京剧中的扮相、唱腔、身段和戏词也在潜

移默化中塑造着他的审美。

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科技学院的陈彦

宇钟情于脱口秀、音乐节和舞台剧，他将

演出形容为一个“解压阀”，他常通过观

看演出释放压力。另一方面，演出又是一

种增进友谊的“好友申请”，“共同参与娱

乐活动的过程，也是我们从普通朋友向亲

密好友转变的过程”。

看演出前，刘冠希会精心搭配看演出

时穿的衣服，准备合适的妆容。等到了演

出现场，一群人因为共同喜爱的音乐合

唱、尖叫，这样的氛围让刘冠希沉浸其

中，不舍得结束。

同样热爱音乐节和演唱会的闫国侠认

为，观看线下演出就像是一次“精神充

电”。她也看重一场演出背后的社交属

性。“虽然站一整天确实特别累，但音乐

节那种万人合唱的躁动感特别‘戳’我，

在这样的氛围下，也很容易遇到志趣相投

的朋友。”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青年选择一场演

出 的 原 因 较 为 多 元 ， 包 括 演 出 阵 容

（63.11%）、票价 （50.81%）、演出内容符

合 个 人 兴 趣 （46.58% ）、 场 地 体 验

（45.66%）、艺术价值 （31.90%）、社交需

求 （20.83%） 等。

拒绝“‘黄牛’溢价”和“内
容同质化”，受访青年期待有
质量、有温度的演出

受访青年在看演出这件事上既富有激

情，也能保持理性。受访青年能接受的演

出票价，在 200元以下（24.29%）、200到 500
元（34.44%）、500到 1000元（28.98%）、1000
到 3000元（10.76%） 不等。

半个学期看了五六十场演出的杨先舜

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所有演出的花费

在 2000 元左右，一半是朋友赠票或是官

方公益演出。“我能接受每场演出的票

价 在 300 元 以 内 ， 学 生 票 是 ‘ 秘 密 武

器’，通常花 40到 100元就能看一场不错

的演出。”

刘冠希在武汉本地看演出时能接受

700 元以下的票价，但如果去外地，除

了演出票，还需要结合交通费、住宿

费等综合考虑。“如果时间充裕、资金

充足我会选择去看。但如果距离我所在

的城市太远，或者是票价不合理，我就不

会去。”

受访者认为，目前演出市场存在票务

“ 黄 牛 ” 泛 滥 （67.79%）， 票 价 偏 高

（64.57%） 等情况。“黄牛”溢价让陈彦宇

多次与心仪已久的演出擦肩而过。在闫国

侠看来，学生生活费本就有限，若再遭遇

“黄牛”溢价，“学生看上演出的概率就更

低了”。

“之前有一位很有名的京剧演员在长

安大戏院演出，最贵的票价在八九百元，

而‘黄牛’票竟然炒到了五六万元。”王

浩表示，相较于演唱会、音乐节来说，戏

曲、歌剧等剧场演出的票以纸质票为主，

检票时很少要求实名制，“黄牛”管理也

相对薄弱。

除了票务问题，演出质量参差不齐

（46.81%）、宣传与实际不符 （38.97%）、

演出配套设施一般 （37.59%） 同样是受访

青年关注的问题。刘冠希关注了武汉近日

开办的一场音乐节，最初，主办方宣称某

位著名歌手会有 40 分钟的现场演出，而

最终演出时，乐迷发现该歌手的演出时长

只有 20分钟。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67.10%受访者期

待降低演出票价；60.42%受访者期待加强

票务管理，如实名制、加大“黄牛”治理

力度等。此外，受访者期待演出能提供更

多优质内容 （53.65%），增加互动体验

（47.81%），改进场地设施，如舞台、音响

等 （40.05%），期待演出所在城市提供更

积极的配套保障 （36.51%）。
作为演出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王志

远觉得，办好一场演出，需要一座城市整

体的努力。“每场演唱会前，当地政府会

成立工作专班，统一联动文旅、公安、

交通、市场监管、供电、卫生、应急救

援等多个部门协同工作。在确保安全

的基础上，还会绞尽脑汁做好演唱会周

边配套，创新突破演唱会形式。”王志远

介绍。

2024 年山西体育中心举办五月天演

唱会期间，一度在社交媒体刷屏，不少歌

迷评价太原市“太用心”“上大分”。回顾

演出期间的安排，王志远表示，得到歌迷

的认可，一方面是演出内容质量过硬，努

力在形式上搞创新，另一方面是周边配套

完善。“太原市从 2020 年起禁止燃放烟

花，为了更好地回馈歌迷，我们向有关部

门特别申请发射了 4500 发烟花，还组织

千架无人机现场‘凹造型’。演出期间，

我们在机场、火车站、酒店等多点位安排

接驳车，歌迷可凭借演唱会门票免费乘

坐。据统计，当时单场演唱会最高调配

600辆免费接驳车。演唱会现场，每个歌

迷都收到了一份装有平遥牛肉、太谷饼、

老陈醋的特产伴手礼。”

“一次专班讨论会上，我们的负责人

说过这样一段话，‘外省歌迷来太原参加

演唱会，相当于我们家里来了客人，要把

压箱底的好东西都拿出来’。”在王志远看

来，服务歌迷就是服务城市发展，不光要

靠演唱会把客人请进门，更要让“演唱

会+文旅”的融合模式走得更远。他希望

能打造更多有质量、有温度的演唱会，让

这座城市更具活力。

从音乐节到脱口秀，近八成受访青年观看线下演出——

演出票根里的“青春经济学”

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

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成立于

2003 年，是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

结合的学生团体。作为河南省高等院

校中最先成立的涉农社团，社团秉承

“锻炼自身才干、促进三农发展、影

响周边人群、弘扬社会责任”的宗

旨，通过支农、支教、调研等形式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目前社团累计组织

23 届会员共 2000 余人下乡实践，共

开展调研、支农、支教活动 100 余

次，在河南省内的 70 多个村落留下

了“三农人”的足迹。

扬州大学反哺实践团队

扬州大学反哺实践团队成立于

2010 年，是一支致力于通过志愿服

务“反哺”乡村教育的青年支教实践

团。社团以“饮水思源，反哺故土”

为宗旨，对内立足校园，组织了“筑

梦微心愿”等 10 余项校园公益活

动；对外辐射社区，组织爱心募捐、

留守儿童教育等社会公益活动，曾被

评为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国家级

重点团队，获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行

动组织奖，并获得扬州市十佳青少年

社团称号。

福建师范大学（学生）法
律咨询与援助中心

福建师范大学 （学生） 法律咨询

与援助中心是福州市第一个学生法律

援助机构，也是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

专业实践基地。社团自 2003 年成立

以来，秉持着“以法为本，以援为

愿”的宗旨，坚持专业和社会实践相

结合，积极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援

助。社团每月编纂“溪源法韵”法治

宣传月刊，持续开展线上普法咨询。

社团曾获得福建省青年“148”法治

志愿服务平台省级青年法律志愿者组

织荣誉称号。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道一武社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道一武社

成立于 2020 年，以传承、弘扬中国

传统体育为初心，成功在校内举办太

极拳、易筋经、八段锦、传统弓箭等

系列传统体育赛事。道一武社已经成

为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提高学生

课外体育参与、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的先锋力量。

厦门大学中华文化促进学社

厦门大学中华文化促进学社自

2022 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承“立足

中华文化、服务青年成长、促进心灵

契合”的宗旨，孵化了“中华优秀文

化传承”“港澳台青年成长服务”两

大品牌活动，组织青年学生体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实习生 王诗瑶 曾伊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黄河流经乌兰

布和沙漠。黄河水冲击河岸，沙漠下形成

暗流，古代驼队行至此处，时常陷入黄

沙，掉进河里，当地人将此地称为“阎王

鼻子”。

往昔，此地饱受风力侵蚀之苦，大量

泥沙随风而起，涌入黄河，导致该地区水

土流失问题日益严峻。而今，“阎王鼻

子”的生态环境正逐渐得到治理与改善，

一种名为“巨菌草”（一种菌草品种——
记者注）的植物功不可没。

2022年 7月至 2024年 7月，在“阎王

鼻子”处沿黄河种植的一条长 300米、宽

60 米的菌草防风固沙、阻沙入河条带，

在黄河汛期时阻止大量泥沙流入黄河。这

一生态奇迹的背后，离不开一支来自福建

农林大学的专业治沙团队。

电视剧 《山海情》 里有这样一段情

节：在得知凌一农教授要前往新疆时，村

民们站在村部的大门口，手捧自家土特产

含泪相送。

《山海情》 里，凌教授带着他的青年

学生前往闽宁镇，带领村民发展种植双孢

菇的庭院经济。凌教授在现实生活中的原

型，是被称为“菌草之父”的福建农林大

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林占熺。

20 世纪 80 年代，林占熺研发出用草

代替树木，把菌草作为培养基培育食用

菌、药用菌的技术。随着研究的深入，菌

草的生态价值逐渐显现——菌草生长快、

根系量大，发达的根系可以有效固土、涵

养水源，并被应用于沙漠治理。

目前，菌草技术不仅在福建、宁夏、

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得到广泛应用，

还走出国门，推广到巴新、卢旺达、斐

济、南非等 107个国家。在十余个国家设

立培训示范中心，成为国际减贫、生态治

理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案。

如今，来自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菌草中心”）的
菌草治沙团队，长年活跃在祖国风沙灾害

大的地区。每年的 3月到 4月，团队里的

老师和博士研究生会先行前往菌草防风固

沙示范基地，进行菌草实验的前期部

署；夏季的 3 个月时间，他们会带领新

加入菌草中心的研究生前往沙漠腹地学

习。菌草中心生态学博士生周恒宇是菌

草治沙团队的一员，他提到，团队曾吸

收传统草方格的治沙方法，创新性利用

菌草分蘖多、植株粗壮的特点，构建起菌

草留茬沙障、菌草复合草篱沙障、菌草条

带沙障等技术体系。

“巨菌草”高度可达 4到 5米，可谓是

“菌草底下好乘凉”。“菌草的生长会让你

感受到一种绿色和生命的希望。”菌草中

心生态学博士生宋思梦回忆起团队工作结

束后在菌草地休憩的画面，“钻进菌草里

感觉非常凉快，特别是环境改善之后，菌

草地里多了些小动物，会有一种置身于南

方农村田地的错觉。”

对于菌草治沙团队来说，在沙漠工作

需培养独立生活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乌兰布和沙漠的气候条件恶劣，降水

稀少，季风强劲，时常引发沙尘暴等突发

性自然灾害。“在基地做研究时，我第一

次遇到沙尘暴。我们住在基地小院里，沙

子打在小院围墙上，听起来墙壁仿佛摇摇

欲坠。”宋思梦回忆道，“因为风沙的影

响，我们回到小院时身上总会带着沙子，

桌上和床上也经常是‘沙漉漉’的，每天

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扫沙。”

“团队在小院里种了很多蔬菜，还养

了鸡和羊。因为基地离物资采买的地方非

常远，种植和养殖是为了给大家的生活提

供保障。”宋思梦坦言，“大家会轮流值班

去做饭，每次轮到我的时候，我都要打电

话问我妈妈怎么做菜。因为我不太会炒

肉，大家还会开玩笑说，轮到我值班的时

候就是‘素食日’。”

对于菌草治沙团队来说，广袤的沙漠

就是最大的试验田，在外奔波是常态。

“晚上的沙漠荒无人烟，黑黢黢的，没有

光，只有天上挂着一轮和家乡一样的月

亮。抬头看到月亮很想家的时候，我就会

给爸爸打个电话。”宋思梦说。周恒宇和

妻子长期异地，妻子本不支持他继续读

博，但当她看完 《山海情》和林占熺的相

关报道后，被教授的故事和精神打动，开

始理解和支持周恒宇的科研工作。“其实

像我这种情况在菌草团队里屡见不鲜。菌

草技术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还走出

国门在国外开展项目。有的老师在国外推

广技术，每年最多只能回国待一个月，有

的甚至 3年也没有回过国。”周恒宇说。

除了内蒙古，菌草治沙团队也会前往

新疆、西藏等生态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

开展菌草实验工作。周恒宇介绍：“菌草

中心不仅开展科研工作，也会将推广与科

研结合起来。”在与地方企业的合作中，

菌草被巧妙转化为纤维、纸浆、板材、乙

醇等多种产品，成为重要的生物质材料和

生物质能源的原料。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林占熺

对青年一代“菌草铁军”的期许，菌草治

沙团队也在不断实践着林占熺的殷殷嘱

托。“菌草铁军”已在新疆、内蒙古、西

藏、宁夏等西部地区成功开展多项菌草技

术项目，菌草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提起林占熺及其团队的工作成果，

福建农林大学菌草与生态学院党委副书

记李晓辉很是动容：“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林老师及其团队迎难而上，立足解

决‘菌林矛盾’，减少树木砍伐，保护生

态环境，发明了菌草技术，在生态修复、

科技扶贫、技术援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孕育形成了‘菌草

精神’。”

李晓辉表示，学校在育人过程中，把

弘扬“菌草精神”融入学生思想引领全过

程，使“菌草精神”成为广大学生奋发成

长成才的强大精神力量。

宋思梦曾在川西一所高校任教 5 年，

教授本科生农学与园艺学。“我时常推荐

之前教过的学生来报考林占熺教授的研究

生，很多学生也都变成了我的师弟师妹，

以前叫我老师，现在叫我师姐。”宋思梦

提到团队成员时，成就感满满，“可以看

到他们在菌草这条道路上的坚持。像菌草

这类生态相关的工作很难立竿见影，更需

要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和努力。”

福建农林大学菌草治沙团队——

“菌草铁军”的山海情

受访青年观看过哪些类型的演出

演唱会 48.12%
音乐节 46.81%
live house 25.67%
话剧、舞剧、音乐剧等舞台剧 21.91%
脱口秀 18.75%
旅游演艺 16.76%
相声 14.45%
音乐会 13.53%
戏曲 6.53%
VR虚拟演出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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