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文旅商体展融合的背景下，优秀的
影视剧正在成为城市文旅的“活招牌”。打
开社交平台，你能看到海量“打卡同款上
海”的笔记和分享；而越来越多以上海为
取景地的新剧，也在为这座城市打开新的
“打开方式”。

4月 17 日，由中央电视台、尚世影业、
优酷出品，汪俊执导，费慧君、李晓亮任编
剧，孙俪、董子健领衔主演，胡杏儿、高鑫、
陈瑶、徐崴罗、童蕾、胡明、叶青主演的都市
民生话题剧《蛮好的人生》正式开播，将于
19：30 登陆 CCTV-8，每晚 2集连播，优
酷全网独播。
这部“含沪量”超高的作品孵化 6 年

打造，集结了一批优秀的上海本土创作者，
将海派风情充分融入到剧中的人物台词、
美术置景、生活细节等各个环节之中。同
时，由于全程在上海取景拍摄，该剧在 100
多天的外景拍摄遍布了 86 个风格不一的
上海城市空间。从繁华气派的摩天大楼、金
碧辉煌的 CBD商场，到充满烟火气的石

库门弄堂、文艺浪漫的梧桐区咖啡馆，通过
一个个镜头展现上海的千姿百态。从此前
曝光的信息看，《蛮好的人生》中光是风格
不同的咖啡馆就有几十个；而包括兰桥菜
场等在内的生活化场景，也将让沪上观众
眼前一亮。
作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大文艺

创作资助项目、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发展专
项资金支持，《蛮好的人生》讲述了 39 岁
的保险从业人员胡曼黎（孙俪 饰）在人生
高光时刻突遭竞争黑手，事业、家庭双双遭
受挑战，始作俑者竟是初入行的落魄富二
代———28岁的薛晓舟（董子健 饰），两人
几番交手后得知背后真相，逐渐解除误会、
联手合作，在烟火冷暖中碰撞观念，成为亦
师亦友的绝佳“开单”拍档，并各自收获事
业成功与真我人生的故事。
剧集突破了打造完美人设的固有创

作思路，将刻画重心聚焦于人物成长。主
人公胡曼黎与薛晓舟都有着性格上的不
足与各自要面对的生活压力，胡曼黎精明

干练却是都市“俗”女，薛晓舟正直有原
则却刻板执拗，他们是保险事业上的伙伴
又是成长路上的同行者，从“冤家对头”
到“冤种师徒”的关系转变诙谐有趣，反
差感十足。两人携手在“一地鸡毛”中闯
出属于他们的精彩天地，更在这段笑泪交
织的经历中向内审视自我，实现了成长蜕
变，而他们在面对困难时展现出的自洽和
反内耗精神，也将给观众带来正向的价值
引导。
此外，围绕“人生需要保险，而我们又

该如何保险人生”的现实议题，《蛮好的人
生》借由两人事业上的起伏波折牵引出一
众饱满的都市群像，进而关注到一张张保
单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社会群体，多角度深
入探讨医疗、养老、婚姻、亲子、家庭理财等
民生话题，折射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剧集
格局立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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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俪董子健新作“含沪量”超高

86个上海场景等你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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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演出看剧
人气演员扎堆音乐节“营业”

一场追逐流量的双向奔赴
音乐节的舞台上，除了喜欢的歌手、乐队，你

还期待看见谁？
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数量井喷的音乐节

已然给出了选择：人气演员。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各地举办

的音乐节超过 20 个， 仅北京一地就有三个不同
的音乐节举办。其中，越来越多人气演员成为音
乐节吸引粉丝的招牌：赵露思将先后登上两个音
乐节；张晚意将带来音乐节首秀；而罗云熙、任嘉
伦、张新成、岳云鹏也都有音乐节的演出计划。

“演员是什么门槛很低的行业吗？”曾经章子
怡在综艺节目上的质问言犹在耳，如今同样的问
题留给了音乐节：这个舞台有没有门槛？

演员跨界“营业”，一场双向奔赴

2025年年初，张大大被指职场霸凌而“塌
房”，也是在复盘这一事件以及他过往经历时，
很多人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连张大大这样传统意
义上的“综艺咖”也已经是音乐节的常客。由此，
关于音乐节阵容的疑问开始在社交平台产生：什
么人都能上音乐节吗？
有一说一，能被邀请到音乐节的艺人，严格

来说不能算是没有音乐作品———即便是张大大，
也曾发行过个人单曲。而在今年五一假期亮相的
艺人中，罗云熙、任嘉伦早年都有唱跳训练的经
验，前者曾以男子组合出道，发布过三张专辑并
举办过个人演唱会，后者也发布过个人单曲和专
辑；张新成毕业于中戏音乐剧专业，演唱过的影
视剧主题曲就有七八首；赵露思、丁禹兮多次为
主演的剧集演唱OST，部分热门作品在音乐平
台的收藏量则超过了 7位数。
所以，真正的矛盾并不在于这些人气演员

“够不够格”，而是他们的加入怎样影响了音乐
节的生态。
毫无疑问，邀请人气演员于眼下的音乐节与

艺人方来说是你好我好的双向奔赴：一方面，在
音乐节野蛮生长数年之后，同质化的阵容已经很
难吸引到新观众，跨界而来的人气明星显然是一
种“稀缺资源”，既有助于“带票”也有望吸引一

批非音乐节观众的普通人进场；另一方面，在影
视剧行业刮起“降本增效”的背景下，“跑场”音
乐节对人气明星而言不失为一种简单轻松的赚
钱新思路。
至于音乐节给人气演员们的出场费，业内人

士的回答是“很高但也有性价比”。曾经参与音
乐节阵容邀请的 CC告诉记者，过去几年间音乐
节阵容重复性极高，有认知度的歌手和乐队的报
价更是水涨船高，“同样是高价，不如换点新面
孔带动粉丝买票”。
在他看来，演员或文艺界人士跨界音乐节并

不新鲜，关键看怎么用好这张牌，“我期待看到
的是更深度的融合，比如发挥艺人的专业定位，
进行特定的对话、分享，这会是对音乐节内容的
丰富。”他认为，近两年各大音乐节疯狂抢人，艺
人出场费一年比一年高，反而造成了“音乐节都
赚不到钱”的恶性循环，“卷完音乐人卷人气明
星，这样的市场是不健康的，真正需要舞台的小
众音乐人反而没有空间了。”
而在艺人团队看来，登上音乐节也并非全无

风险。“越是有人气越是要被‘审判’，你到底能
不能唱？”艺宣小真认为，音乐节现场和录音室
录制OST 歌曲的氛围完全不同，很多有演唱梦
想的艺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怎样
的挑战。
这一点，前辈张曼玉最有话语权：2014 年，

她以摇滚歌手的身份亮相草莓音乐节，但现场的
音准、节奏一败涂地。她后来在真人秀节目中坦
言，自己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不好意思出来见
人”，“我没有过太大的打击，但那次是一个真正
的打击。”

短期难以逆转，长期需要规划

既然音乐节和人气演员是双向奔赴，争议缘
何而来？
一个困扰着传统音乐节观众的问题是，人气

极高的演员的加盟，可能将音乐节变成粉丝应援
现场。被粉丝哄抬的票价与现场山呼海啸的呐
喊，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稀释传统乐迷的购票与现

场体验。
但从现实层面考虑，当越来越多音乐节下沉

到三四线城市，渴求以音乐节促进文旅的地方政
府、希望尽可能提升票房主办方以及力求带动产
品销售的品牌赞助商，不约而同地想要拥抱规模
更大的非专业观众群体。“想要地方政府提供支
持，想要赞助商买单，你的策划方案里就必须有
2-3 个他们认识的、有影响力的流量明星。”CC
分析说，许多城市都想打造兼具生活、旅游、消费
于一体的音乐节，“所以邀请艺人跨界也是一种
必然的要求，关键还是要看度的把握”。
换句话说，人气演员参与音乐节的趋势短期

内难以逆转，但未来市场走向仍取决于商业利益
与艺术价值的再平衡。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音
乐节正在试水“分舞台”“分场景”的设置，以求
差异化运营，在音乐、艺术和生活三者之间找寻
观众更好的体验。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观众对音乐节的管理与

宣传规范也有了更高的期待———最近的一桩公
案，是有网友批评武汉龙乐无界音乐节涉嫌虚假
宣传，让外界以为林俊杰演出长达 40分；音乐节
官方则发出声明，称有关林俊杰演出时长的说法
并非官方信息，但愿意提供门票退差价补偿方案。

对此，小真以自己参加过的一场音乐节举
例，直言专业的规划和细致的服务同样是留住观
众的重要原因，“专业音乐人也好，人气明星也
罢，大家最终想要的都是好的观演体验，不要厚
此薄彼，而更要做好规划，保证不同群体的观看
诉求”。
长期来看，音乐节市场的供需也在呼唤理

性。4月 16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灯塔专业版
发布了《2024 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趋势及特点
分析》，报告显示，2024 年5000人以上的大型音
乐节票房近24亿元，观演人次突破581万，5月、
10月为大型音乐节全年票房、场次的高峰时段。
换句话说，在流量与艺术的博弈中，音乐节

的未来不应是一味追逐人气的“人气演员化”，
而是谋求多元文化共生的新范式。当主办方、
艺人、观众共同守护音乐的核心价值，音乐节
才能真正成为连接艺术与大众的桥梁，这或许
才是人气演员扎堆音乐节现象留给行业最深刻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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