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
出， 「積極發展銀髮經濟。」 眼
下，火遍全國的刀郎演唱會正成

為 「銀髮經濟」 的生動註腳。刀郎一連在北京
舉行了四場演唱會，場場爆滿，一票難求，其
溢價率更高達30倍，遠超周杰倫的9倍。另據
多家媒體報道，中老年歌迷助推刀郎成為
2024演唱會頂流，去年吸金已超千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以往演唱會的消費
主力是年輕人，刀郎的粉絲主要由中老年用戶
構成。而目前中國中老年的可支配收入遠高於
Z世代等年輕用戶。一旦追星，其購買力也很
容易超越年輕人。在北京演唱會現場，一位滿
頭銀髮的大媽就對大公報記者表示， 「自己一
直喜歡刀郎，如今兒女都大了，家裏也沒有什
麼特別的消費，所以決定痛痛快快給自己消費
一把，也過一回追星的癮。」

根據燈塔專業版的數據，演唱會票房構成
中，演唱會的佔比已經接近90%。這一數據恰
恰反映了中國演出市場向好的發展趨勢。有業
界人士分析指出，縱觀刀郎的演唱會，在票房
火爆與觀眾情感共鳴的背後，正悄然形成一種
新的文化消費風潮。可以說，從刀郎帶來的銀
髮經濟來看，中老年用戶群體的精神需求市場
已是一片方興未艾的藍海。

上海師範大學旅遊學院副教授姚明
廣撰文指出，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頻繁
的今天，音樂作為一種跨越語言障礙的

藝術形式，在文化傳播中具有獨特的優勢。作為一位
極具影響力的中國音樂人，刀郎的作品在全球範圍內
引起了廣泛關注。這些現象背後，蘊含着值得深入剖
析的 「刀郎密碼」 ，這一密碼對於推動中國故事對外
傳播有着不可忽視的力量。

姚明廣認為，刀郎的音樂融合了新疆地區維吾爾
族、哈薩克族等多民族的文化特色。從旋律上看，冬
不拉等傳統樂器的音色與他獨特的編曲方式相結合，
營造出濃郁的西域風情。民族文化的交融就像一把鑰
匙，打開了外國歌迷了解中國多元民族文化的大門。

姚明廣還表示，刀郎的歌曲大多具有很強的故事
性，如《羅剎海市》以蒲松齡的同名小說為藍本，
《花妖》講述了一段跨越時空的愛情悲劇。這些故事

背後蘊含着豐富的情感，有對世態炎涼的批判，有對
愛情的執著追求等。情感是跨越國界的通用語言，通
過歌曲中的故事和情感，外國歌迷能夠感受到中國文
化的深度與溫度。姚明廣認為，刀郎音樂中的 「密
碼」 承載着豐富的中國文化內涵，能夠讓世界更好地
認識中國音樂的獨特魅力。刀郎音樂的廣泛傳播，為
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示範，更推動
了中國文化的全球影響力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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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 「山歌響起的地方」 刀郎
北京演唱會 「四連唱」 迎來收官一場。
隨着前三場不斷鋪墊的熱度，以及日益
濃郁的節日氣氛，5日晚間舉行的第四
場演唱會也將刀郎本輪京城演出徹底推
向高潮。全國各地的歌迷紛紛湧向華熙
．LIVE五棵松場館。有票的，進場一睹
偶像風采；沒票的，陌生的朋友場外來
相會。整個北京五棵松場館內外都宛如
一片歡樂的海洋。很多歌迷對《大公
報》表示，如今，追着演唱會去旅行，
已經成為一種新風尚。而帶着爸媽看刀
郎演唱會，更成為年輕兒女們心中的優
選。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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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演唱會 「一票難求」。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

在北京華熙．LIVE五棵
松場館外，有一位來自台灣
的 「刀迷」被眼尖的記者發

現。她興奮地對媒體表示，自己是專程
從台灣趕來北京，看刀郎演唱會的，
「刀郎比周杰倫還紅！台灣刀粉很多
耶！《2002年的第一場雪》……」話還
沒有說完，這位台灣阿姨已經忍不住笑
起來。

一旁的女兒接過話來，解釋了母親
如此開心的原因， 「她很感動，她搶到
刀郎的票。」此時，身邊另一位歌迷湊
身到媒體記者的話筒前，大聲說， 「刀
郎快參加春晚！」聽到這裏，這位台灣
的阿姨更加來了精神，一個勁兒地附和
到 「對對對！」

事實上，這位台灣阿姨正是 「刀
迷」群體的一個縮影。他們來自五湖四
海，跟着刀郎的山歌，來到每一處刀郎
演唱會的現場，既為了跟偶像同唱一首
歌，也為了圓自己內心深處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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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下午5時許，大公報記者在華熙．
LIVE五棵松場館外看到，現場已經聚集了大量
「刀迷」 。他們有的在臉上貼了國旗小紅心，
有的手持刀郎卡通人，有的高舉小幅的海報，
幾十人一波，聚攏在一起，自發高唱《我的祖
國》《2002年的第一場雪》《駝鈴》等歌
曲。整個場館外，歡聲高潮迭起，氣氛不亦樂
乎。

演出經濟+旅遊消費
一位楊女士對《大公報》說， 「我沒有買

到票，但是就想來這裏感受一下氣氛。一方
面，離偶像近一些，另一方面，也能跟其他歌
迷互動交流。大家本來都不相識，但合唱了幾
首歌曲之後，就都像老朋友一樣了。」 另一位
看起來有音樂基礎的大哥主動擔任起了 「現場
指揮」 ，遒勁有力地揮舞手臂，動情賣力地大
聲領唱，整個外場歌迷儼然變成了一個 「民間
合唱團」 。

文化
透視
馬浩亮

台灣歌迷：
刀郎比周杰倫還紅

刀郎2024巡演路線圖及2025巡演站點

學者：刀郎音樂助外國了解中國文化

▲刀郎2024年巡演遍布多個城市。

或許是因為北京站的最後一場分外難得，
大公報記者發現，現場歌迷的年齡分布也更加
廣泛。既有相攜相伴遠道而來的白髮夫妻，也
有 「以票盡孝」 的母女檔或父子搭，更有單人
獨行的年輕人。《大公報》隨機採訪了一位年
輕歌迷，他對記者說， 「我是一名90後，也很
喜歡刀郎滄桑獨特的嗓音，感覺比那些甜膩的
流行曲風好很多。」

近年來，隨着國家文化產業愈益繁榮，國
人精神生活需求持續提升，各種演唱會、舞台
劇、脫口秀、Livehouse等也越發火爆，甚至
經常出現 「一票難求」 的盛況。與之相伴，
「跟着演出去旅行」 也在悄然間成為一股新風
尚。靜態的 「演出經濟」 開始與動態的 「旅遊
消費」 呈現 「合流」 態勢，並逐漸演變成一條
日益火熱的經濟新賽道。

逐城聽唱 以文促旅
來自吉林的遊客裴先生對《大公報》說，

自己是一個音樂發燒友，平時也特別宅，但是
出於對音樂的狂熱追求，慢慢開啟了 「逐城聽
唱」 的旅程。 「我這段時間一直在京津冀這片
旅行，先是去天津聽了海來阿木的演唱會，又
等到現在來北京聽刀郎。如果不是喜歡他們的
歌聲，我肯定不會這麼長時間在外地遊玩。」

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簡報， 「伴隨觀演
需求疊加出行和旅遊需求，內地演出消費與其
他品類消費相結合，全國演出市場呈現上升態
勢。大型演出深度聯動各地景區資源，持續發
揮跨城帶動效應。」 很顯然，作為新晉 「盡孝
硬通貨」 的刀郎演唱會門票，帶動的不僅僅是
中老年群體的 「懷舊情結」 ，更有前所未見的
消費新場景。

銀髮經濟強勢
吹向演出市場

▲刀郎的粉絲涵蓋老中青。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

9月21日-22日 成都站

10月5日-6日 廣州站

10月12日-13日 南京站

11月8日-9日 澳門站

11月30日-12月1日 廈門站

12月14日-15日 合肥站

12月28日、29日，
2025年1月4日、5日 北京站

2月14日-15日 濟南站

3月1日-2日 上海站

3月15日-16日 杭州站

3月29日-30日 武漢站

◀刀郎2024演唱會昨晚收官。

2024年

2025年

▲刀郎演唱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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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北京演唱會

火爆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