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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轻人文娱消费趋势

●沉浸式体验 年轻人重视消费中的情

感需求，追求沉浸式体验和深度参与感。沉浸

式演出市场发展迅速，如环境式戏剧《阿波罗

尼亚》、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打破传统表演

限制，增强观众互动。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实

景娱乐成为社交新宠，乙女游戏凭借3D化和

互动系统让玩家沉浸于虚拟恋爱。

●女性叙事 2024 年是“女性主义影视

元年”，多部女性影视作品取得突破，展现多

元女性形象，女性创作者崭露头角。全女综

艺类型丰富，全方位展现女性力量。女性脱

口秀演员用幽默方式呈现隐秘话题，激励女

性发声。

●精神乌托邦 面对生活压力，年轻人

渴望精神疗愈，慢综艺因此受到欢迎。纪实

类综艺如《种地吧》《跳进地理书的旅行》《边

走边唱》，通过真实记录带来治愈感；文化慢

综为年轻人提供思考空间；生活类慢综聚焦

日常生活细节，满足年轻人对真实生活和情

感的需求。

●碎片提升 播客成为年轻人自我提升

的重要方式，其用户规模持续攀升，内容丰富

多样，满足年轻人深度思考、打破信息壁垒等

需求。

● 速食主义 在信息过载和注意力稀

缺的背景下，年轻人倾向于“速食”内容。短

剧以爽文叙事成为“电子榨菜”，影视解说

满足观众快速体验影视的需求，AI 整活为

内容创作带来新形式。 （据艺恩数据）

“夜幕低垂，剧院灯光暗淡而神秘，音乐

剧演员‘安雅’在休息室中诡异地离世，狭窄

的空间中弥漫着窒息的恐惧气息……”

在 6 月 10 日，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剧

院的环境式悬疑戏剧《切西娅》为北京海淀

的观众们带来一场充满肾上腺素的沉浸式

解谜盛宴。

相比传统剧目，《切西娅》以悬疑而紧张

的剧情、复杂的人物关系及多样的游戏玩法，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赞誉。当帷幕开启，舞台瞬

间化为“命案现场”，1:1重现的后台化妆间

内，散落的乐谱沾染着可疑的污迹，未寄出的

情书藏匿于半开衣柜，而上锁的首饰盒则暗

藏杀人动机。在剧情中，观众不仅是旁观者，

而且要化身为“高能搜证官”，手握探案手册，

穿梭于精心设计的证据点，在专业NPC（非玩

家角色）的指引下，通过32条支线剧情追寻

安雅离奇死亡的真相。

演出中，演员们穿梭于观众席，与观众互

动，询问细节，观众通过观察、搜集线索甚至

直接与角色对峙，推动剧情发展。

首场演出现场，惊呼声和讨论声此起彼

伏，观众投票决定的“真凶”结局引发热烈争

论。“如同置身于一部活的推理小说，每一个

选择都可能改变故事的走向！”观众李先生激

动地说。

“观众与演员间的隔阂被打破，观众们不

再只是静静观望，而是化身福尔摩斯，全程都

在破案！两个多小时里，我在剧场里不断查找

线索，还与冒充剧团成员的嫌疑人进行智斗，

自拿纸笔记录了满满的线索。参与其中的感

觉实在是太震撼了，真是刷新了我对戏剧的

认识！”另一位观众表示。

通过前卫的沉浸式和强互动艺术表

现，《切西娅》为戏剧艺术与当代青年之间

的深度对话开辟了全新的模式，进行了超

500场的全国巡演，观众人数超过10万。据

主创团队介绍，这种模式准确满足了青年

群体渴望参与、表达和共创的文化需求，有

效激活了青年在艺术领域中的参与感，为

他们提供了触摸艺术魅力和激发创意潜能

的新平台。

在SM厦门三期4楼，来疯喜剧场看似

平平，但推门而入后，却是另一番天地——

100多个座椅错落有致地排列，打破了传统

剧场空间的分隔感；舞台上，一杆话筒、一束

亮光，加上一名表演者，便成为全场瞩目的

焦点。

灯光渐暗，聚光灯锁定在麦克风前，演员

挑眉抛出第一个梗，观众席立刻炸开一片笑

声。“这位穿红衣服的姑娘，你笑得太用力

了。”演员突然指向台下，“我差点以为你是我

雇的托儿。”观众的目光扫过满脸通红的女

孩，又掀起一阵声浪……

“我喜欢看脱口秀演出，主要是因为它

的表演内容很贴近现实生活。升学、就业、

职场竞争、婚恋压力……我们遭遇的现实

问题都可以成为演出中被调侃的段子。在

观看新喜剧的过程中，我很容易看到自己

的影子。”观众林轩恒说，脱口秀演出的态

度是比较犀利的，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在舞台上得到夸张性展示，演员们就像观

众的“嘴替”，用嬉笑怒骂表达日常积累的

情绪。“幽默是一种武器，是我们跟这个世

界和解的一种方式。”

当被问及为什么愿意为脱口秀等喜剧

产品付费，年轻人给出的答案纷纷指向一个

词——压力。生活的压力面前，笑成为一味

“解药”，为脱口秀等喜剧业态的发展提供了

契机。与此同时，这种感同身受，还催生出特

定的群体认同。

“虽然线上也有许多相关综艺可以看，但

我还是觉得线下的体验更好。剧场里坐的大

都是同龄人，笑点是一样的，能引起共鸣的梗

也是一样的。”今年25岁的李欣是一名普通

上班族，她表示，这些观众的工作学习原本并

无交集，可是因为共同的话题和观演体验，在

交流的过程中会慢慢产生共鸣，形成一个小

圈子。“平时会互相分享一些观看体验，久而

久之就成为生活中的朋友。”

经常在剧场遇到志趣相投的观众后，李

欣和他们渐渐熟络起来。对他们来说，来到剧

场，看一场脱口秀，已经从“一次性打卡”变成

“高频复刷”。

来疯喜剧俱乐部主理人肖璐茜说，很多

人认为脱口秀是年轻人的专属，其实现在剧

场有很多中年甚至老年观众。最近几年，脱口

秀行业的兴起导致观众的画像变得更加多

元，线上脱口秀节目的走红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线下脱口秀观众数量的增长。

近日，由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

研究院出品、制作的治愈环境式音乐剧《时

光花舍》在北京爱乐汇艺术空间·时空剧场

登台。该剧以花店为时空锚点，讲述奶奶胡

玉兰、爷爷穆晓蕊、孙子穆阳与女孩方菡跨

越近四十年的温情故事。曲目融合流行、民

乐与摇滚元素，打造“听得见年代感、听得

见感染力”的原创曲目，16首歌曲成为情感

纽带，构建时空对话，让三代人的遗憾在音

符中消融，也让观众从剧中感受到温情和

美好。

作为一部小剧场环境式音乐剧，《时光

花舍》将剧场空间解构为“三重奏”——现

代花舍、玉兰树下与诗意阁楼。观众入场后

无论在哪个地方就座，都可以在不同阶段

感受到不同的心理体验，可以化身顾客，与

主角互动购花，也可以参与角色间的对话，

解锁更深层次的情感路径，拥有一次新奇

的体验。

环境式空间不仅是剧场设计，更是情感

共鸣的载体，通过精心设计的布景，让每个位

置都成为个体与故事的交汇点，充分运用戏

剧的在场性，重温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简单

淳朴的交流交互。

作为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

的重点孵化项目，《时光花舍》在文化产业模

式上尝试创新。爱乐汇艺术空间·时空剧场被

改造为“生长型舞台”，助力推动时空剧场从

“演出场所”升级为“城市文化共生体”。

空间改造带来的贴近与便利，正重塑着

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

去年12月底，开心麻花在福建省的首个

自营剧场在中山路人民剧场正式开启运营。

这座始建于1952年的剧场摇身一变，成为

“小而精”“活而美”的喜剧新空间，为古老商

业街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节假日平均每

一场演出，上座率都会达到八九成。”厦门开

心麻花人民剧场营销负责人林文燕说。“这

种热情不局限于本地观众，还有来自广州、

长沙、沈阳等地的观众。他们怀着对喜剧的

热爱，跨越千山万水，特地赶来厦门打卡。”

林文燕介绍说。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文娱业态的

蓬勃兴起，为各地文旅商融合发展开辟了更

大的想象空间——看场戏、逛条街、住一晚、

吃几餐，来自“快乐”的文化流量正在悄悄变

为城市的消费增量。（综合东南网、《解放日

报》、《北京青年报》等）

链接

今年，积极发展“演艺经济”首次写入

《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脱口秀作为演艺的

一种形式，近年来迅速崛起，成为年轻人假

期消费的新宠，也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

分。在贵阳一批风格各异的脱口秀俱乐部悄

然出现，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欢笑

与经济活力。

“幺儿去吃重庆火锅”的贵阳话段子逗得

满场捧腹，仅仅几十元的门票让年轻人扎堆涌

入——如今在贵阳，脱口秀正从小众爱好变

身为城市文化新IP。

目前，这座西南山城已悄然崛起6家脱

口秀俱乐部，200余位本土演员用“方言幽

默+轻资产运营”模式，在咖啡吧、露天广场

等市井空间里，炸出一片蓬勃生长的“笑经

济”蓝海。

“贵阳人可以把幺儿用在各种关系里。”

演员袁维婧的方言段子视频在抖音爆火

300万次，这种将“丝娃娃”“肠旺面”等本地

元素融入的脱口秀，很受贵阳年轻人喜欢，

22岁的脱口秀演员庞博也找到了成就感：

“观众笑出声时，感觉自己的段子有了生

命。”脱口秀演员、大学老师乌云开则把讲台

智慧转化为幽默能量：“用学术思维解构生

活，反而更有反差笑点。”

除了传统的脱口秀演出，一些脱口秀俱

乐部还将即兴喜剧和喜剧魔术等内容搬上

舞台，并定期和外地俱乐部对接合作，邀请

国内知名脱口秀演员开设专场。某俱乐部创

办三年来，共开设400多场演出，接待5万

余人次。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周文介

绍，脱口秀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一种消费升级

的典型代表，是第三产业质量提升的集中体

现，也是贵州大力发展文旅融合的一种创新

实践。政府应该大力推动脱口秀与地区的文

化、旅游、电商、教育等跨界合作，组织与全

国脱口秀俱乐部联盟的交流，提升贵州脱口

秀产业的影响力。

（据动静新闻林佳艺黄梓仓杨俊邓伟）

多新闻 一点

年轻人喜欢的环境式戏剧是什么样的？

从“嘴替”到圈子，笑成为一味“解药”

让文化流量变成城市增量

不断加场的同时是70分到100分的竞争

● 从线上“云快

乐 ”到 线 下“ 真 共

鸣”，剧场正重构年轻

人的社交货币

● 小 剧 场 里 的

笑声，是年轻人和生

活压力的握手言和

● 悬 疑 剧 解 码

情绪，喜剧拆解压力，

小剧场成了“心灵解

压舱”

● 看 秀 门 票 连

接了观众与舞台，也

连接了文化流量与城

市生长的新接口

当逛街聚餐不再是年轻人休闲的首选，小剧场里的脱口秀、即兴喜剧正成为新宠。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全年，小型戏剧、音乐会、魔术等多种艺术类

型赢得年轻消费者青睐，全国剧场类演出票房达 119.29 亿元，观众超 5400 万人次。

《2025 年轻人文娱消费趋势图鉴报告》显示，现在，年轻人对于文化娱乐的消费趋势发生

了转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快乐”慷慨解囊。“快乐经济”究竟凭什么俘获了年轻人？

？
为看场秀、解个谜、住一晚、吃几餐慷慨解囊

凭什么俘获年轻人

贵阳脱口秀爆火
方言段子笑出“欢乐经济”

深夜，话剧制作人满顶还在修改

《庆余年》剧本，准备暑期第二轮演出。音

乐剧制作公司莫瑞吉总经理赵宇豪也排好

了暑假计划，“7、8月是小剧场一年最好的

演出档期。”

伴随“垂直生长的戏剧街区”亚洲大厦

品牌效应外溢，亚洲大厦、上海大世界、第

一百货、世茂广场构成上海小剧场观演

“黄金四角”，2020年到今年5月，59个小

剧场演出 23644 场，观众人次 149.52 万。

从“黄金四角”向外延伸，遍布上海各大商

场、旅游地标的小剧场正在释放引流大能

量，暑期更成为必争黄金档。“平时看戏的

大多是本地观众。7、8月暑假，外地学生群

体尤其多，有些场次卖爆了，肯定要加场。

暑期场次增量将达 50%。”赵宇豪瞄准暑

假演出旺季。

2025年，什么样的剧目最受市场欢迎？

满顶不假思索回答“悬疑剧、喜剧”。暑假，很

难满意戏剧工作室新剧《新生》在人民大舞台

首演，该剧主打悬疑、反诈。“如果不计投入，

只为艺术理想，想尝试什么题材都可以。如果

希望通过票房尽快回收成本，得在悬疑剧和

喜剧中二选一。”满顶说。

制作人坦言，如今的小剧场已从“数量竞

争”转向“质量厮杀”。小剧场制作人毫不留情

砍掉不叫好也不叫座的剧目。即便长寿剧目，

也在不断迭代升级。赵宇豪坦言，今年制作成

本同比增长50%，“一部分是设备更新，更主

要是好演员、好主创很贵”。

20-35岁女性为主力的观众群，既要求

“解压”的内容共鸣，也期待媲美大剧场的

声光电体验。“我们之前偏重剧目数量，有

70分质量就不愁票房。现在小剧场越来越

多，竞争白热化，必须得做出 90分、100分

的剧目，小剧场才可以活下来。”赵宇豪在

音乐剧《流星之绊》中采用Trusound 空间

音频技术，精准定位每个声音对象的空间

坐标，实现“声”临其境。

“快乐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