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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代表了音乐、科技和虚拟现实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为数字文化创新发展开辟了崭新的

方向。本文以元宇宙音乐嘉年华参与者为研究对象，基于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从群体聚

集、排斥外部参与者、关注焦点共同体和情感共享四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元宇宙音乐嘉年华的互动仪式

要素。通过深入研究元宇宙音乐嘉年华的互动仪式过程，我们得以揭示其中蕴含的社交互动、虚拟体验

和音乐传播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作为一种新兴演出模式，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仍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反馈机制不完善、应援氛围缺失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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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a universe music carnival represent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usic, technology, virtual re-
ality and other fields, opening up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ulture.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theory of Randall Colli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interactive ritual elements of the meta-cosmic music carnival from four aspects: Group gather-
ing, exclusion of external participants, focus community and emotional sharing. Through in-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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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interactive ritual process of the meta-cosmic music carnival, we can reveal the intri-
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interaction, virtual experience and music transmission. However, 
as a new performance mode, meta-universe music carnival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im-
perfect feedback mechanism, lack of support atmosphere, etc. These problems are worthy of deep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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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9 年新冠疫情开始，许多线下演出受到重创，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2020 年 3 月，

仅仅一个月因为演出停摆导致的票房损失就达到了 10 亿元。因此许多演出行业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将目光投向直播线上演出。相比于传统的线下演出，线上演出在 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支持

下，进一步催化了虚拟现实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技术的高可用特性能够在同一场演出中容纳更多观众

同时在线。且低时延也能保证直播的实时运行，降低时间成本，从而达到更真实的交互效果。元宇宙音

乐嘉年华是一个综合演唱会、游乐场等多种娱乐项目的线上虚拟演出集合，充分展现了其在虚拟世界中

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这一音乐盛事既包括了传统的唱歌、跳舞等基础文化艺术演出形式，同时也引入了

游戏、社交等丰富多彩的公众娱乐互动模式。这种形式的演出可以突破地理和时间限制，使观众能够在

全球范围内参与，并为创作者提供了新的艺术和娱乐机会。 

2. 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互动仪式要素分析 

在《互动仪式链》中，柯林斯提出互动仪式链模型，并将互动仪式的启动因素分为群体聚集、排斥

局外人的屏障、相同关注焦点、共享的情感状态四部分。在互动仪式中，互动仪式链的四大要素共同构

成了一种深度互动和社交体验的框架，其中柯林斯格外强调关注焦点的关键性。这些要素相互交织，互

相产生反馈作用。共同推动了社交媒体、虚拟空间等环境中的互动体验的发展和创新。本章基于互动仪

式链四大要素理论，深入研究了元宇宙音乐嘉年华在互动仪式方面的构建过程以及仪式启动环节。 

2.1. 身份界限：趣缘群体聚集 

在音乐嘉年华的受众中，存在着两方面的限制，即粉丝身份的限制和虚拟资产的限制。首先，粉丝

作为一种趣缘群体，在明星效应下聚集在一起，他们保证了一种纯粹的粉丝文化。这种纯粹性体现在他

们对于明星效应的崇拜和热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趣缘共鸣。粉丝会根据官方宣传自发组织观看或宣传

活动，形成了以粉丝团为核心向周围辐射的宣传网络。这种组织性的粉丝身份不仅构建了参与者之间的

紧密联系，也为音乐嘉年华注入了更为激烈和热烈的氛围。其次在虚拟资产的限制方面，元宇宙音乐嘉

年华依赖于各类专业设备和个人账号。以《千禧之境》为例，观众必须佩戴 PICO 的 VR 全套设备才能参

与演出并进行互动。而在腾讯推出的 TMELAND 音乐嘉年华中，拥有 QQ 音乐账号成为准入的必要条件。

这种虚拟资产的要求不仅是为了确保参与者能够充分融入虚拟体验，更是为了保持音乐嘉年华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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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限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要求，更是一种参与者对于音乐嘉年华特殊性的认同，构筑了一个独一无二

的音乐盛宴空间。 

2.2. 身体共在：虚拟身份认同 

在互动仪式的前提中，需要两个即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但是随着直播技术的发展以及 5G
的普及，让观众逐渐能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进行交流[1]。柯林斯认为仪式的本质是身体经历的过程。

远程的视听体验让人们之间的时空界限逐渐模糊，比如在 TMELAND 中，受众就可以通过舞蹈、打招呼、

弹幕等实现与他们的互动交流，除此之外，对于明星粉丝而言，标志性的动作以及应援所需的物品、口

号等都作为团结性的符号，让观众有归属感，并进一步推动仪式达到高潮。这种虚拟在场形式的引入带

来了一场数字时代的全新体验，通过技术让受众以虚拟身份入场，让受众在虚拟空间中的实体存在感。

这种现象不仅使人们能够在虚拟环境中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还赋予了虚拟互动直接性、交互

性、沉浸性的特征[2]。受众在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中获得的认知、情感和经验也在同等程度上回归到现实

世界，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交互关系。这样的身体在场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呈现，而是将受众的真实体验

与数字世界紧密融合，使得身体的在场感成为互动体验的核心要素。 

2.3. 群体聚焦：共同符号关注 

在元宇宙嘉年华这一虚拟体验的背景下，粉丝群体作为主要受众的一部分，应援活动成为了粉丝符

号的代表。以五月天的线上演唱会为例，推出了云端互动版 LED 2.0 荧光棒，通过连接手机端 App 进行

云端互动[3]。这一创新设计让粉丝在线上观看演唱会的同时，可以通过荧光棒展示与演唱会同步的效果，

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巧妙互动。这种云端互动版 LED 2.0 荧光棒不仅仅是一种视觉效果，更是一种虚拟

体验的延伸，通过技术手段将参与者融入到整个演出仪式的氛围之中。这种技术创新不仅提供了视觉上

的愉悦，更深度地融入了参与者的体验，使他们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地参与到音乐嘉年华的虚拟氛围中。

这个虚拟体验的延伸通过云端互动的手段，使粉丝们在观看演唱会的同时能够创造出一种与现实世界同

样深刻的仪式感。这样的创新设计不仅拓展了粉丝的参与维度，同时也为元宇宙嘉年华注入了更为丰富

和深刻的互动体验。 

2.4. 情感体验：狂欢情绪共享 

在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中，歌手通过表演不仅传递音乐，更是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观众中，激发了粉

丝对于音乐的共鸣。观众在音乐的引导下聚焦于表演的核心，共同沉浸于对偶像的独特崇拜之情。同时，

在演出中，粉丝共同的特殊应援符号也能让互动的主体们明白彼此的共同目标、行为和情感，这种共鸣

会进一步扩大，超越了狭义的互动，而是构建了一种共同体验的意识。在这个意识中，个体的情感逐渐

融入到集体的情感之中，形成一种深层次的群体认同感。这种群体认同感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的场景，还

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得到延伸，构建起一个更为广泛、丰富的社交网络。这种深层次的群体认同感不仅加

深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纽带，也为虚拟空间中的社交互动提供了更为丰富和有意义的体验。在这个共同

体验的意识中，人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共同构建着一个情感丰富、紧密相连的社交网络，使得互

动变得更加深刻而有意义。 

3. 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互动仪式过程 

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柯林斯强调情感在互动仪式中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仪式的核心组成要素和结

果。他强调互动仪式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4]。在这一理念中，积极的情感能量被赋

予最大的价值，因为它不仅能够在仪式中产生新的焦点，还能激发出更多丰富的情绪。正是这种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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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和共鸣，推动了仪式的深度参与。由此可见，情感不仅仅是参与者内在体验的显性表达，更是推动

整个仪式链发展的强大引擎。在音乐嘉年华的演出现场和社交媒体的互动中，积极情感能量在虚拟空间

中得以充分扩散，形成了一个强大而有机的情感传播网络。这种互动并非仅限于信息的单向传递，更是

一场共创的社群体验，为元宇宙音乐嘉年华注入了更为深刻、丰富的参与度和情感交流。同时，元宇宙

音乐嘉年华中的感情能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图 1 所示，元宇宙音乐嘉年华的仪式链互动过程中，

情感能量的注入随时间而变化，在仪式开始时，能量连接弱，因此受众之间的互动较少，而随着时间的

递进，在互动仪式因素的加持下，会将互动过仪式推向高潮，受众的互动行为会成聚集模式，因此能够

得到情感的满足。最后，随着表演的结束，受众在这一仪式过程中的情感能量也会相应减弱，最后归于

平淡。这就是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互动仪式的情感能量变化。 
 

 
Figure 1. Meta universe music carnival interactive ritual process 
图 1. 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互动仪式过程图 

3.1. 情感能量链接：破圈行为与粉丝群体的扩大 

柯林斯的理论为我们揭示了积极情感互动在互动仪式中的关键作用。元宇宙音乐嘉年华这场音乐盛

宴不仅是音符与旋律的碰撞，更是情感与互动的奇妙交织，能够为为参与者带来了一场持续兴奋的情感

体验。在演出的过程中，来自不同背景的观众身份的边界在互动中不断被打破，然后重新组合，逐渐形

成了共同关注的焦点，并积极地堆积情感能量，将演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这种情感互动的力量不仅让

参与者沉浸在音乐的美妙中，更在共享的情感体验中构建了一座桥梁，将不同身份的观众联结在一起，

共同创造了一场充满热情和共鸣的音乐盛宴。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明星与他们的受众群体按照一种仪

式感，共同创造了真实而深刻的演唱会文化体验。这种互动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情感的盛宴，

通过仪式要素的引导，双方共同建构起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演出符号[5]。这样的演出互动不仅仅是单向的，

而是一种相互补给的过程。明星通过演出向粉丝传递情感能量，而粉丝也通过积极参与和回应，将这种

情感能量进行了扩散和回馈。这种共同建构的演出文化体验使得粉丝不仅仅是观众，更是情感体验的共

同创作者，从而达到了共情共感的境地。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不仅在演出结束后留存，而且会在互动的

过程中不断地得到积淀和强化，为粉丝与明星之间的情感联系注入了更为持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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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情感能量爆发：情感游离到集体兴奋的高潮 

元宇宙虚拟世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这些用户在这个虚拟空间中相互交

流，与在线演唱会的歌手和直播间的观众展开深刻互动，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情感连带和共鸣。柯林斯认

为积极的情感互动是互动仪式的关键引擎。这种互动不仅仅是促使各方参与者之间建立更为深刻情感联

系的催化剂，更是一场独特的情感之旅。这种联系不断地在整个互动过程中升温，形成了一条仪式链递

增的情感趋势。这递增的情感趋势创造了一场更为丰富而有深度的情感体验。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个

人的兴奋情绪，从尖叫、哭泣到互动行为，如拥抱和与他人交流，都是他们对积极情感能量的集体兴奋

和群体团结的表达方式。在元宇宙音乐嘉年华的虚拟空间中，用户通过网络积极传递和共鸣，实现了跨

越地域的精神会聚。除了表演本身的动态，用户在社交网络上通过发送公式化的弹幕、欢呼和集体应援，

共同建立了一种群体团结的感觉[6]。这种共同体验的欢愉氛围使得仪式不再只是表面的参与，而是一次

深刻的情感沉浸。在这个音乐互动仪式中，情感共鸣与互动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元素，而是相互交织、相

辅相成的关系。柯林斯的理论在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中得到了实际的体现，为未来虚拟娱乐活动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借鉴。这场音乐互动仪式不仅仅是音乐的传达，更是情感的交流，为每一位参与者创造了一场

共鸣的音乐盛宴，跨越了虚拟空间的界限，让全球的音乐爱好者在这个虚拟的舞台上共同畅游。 

3.3. 情感能量流动：圈层连接与情感能量的消失 

元宇宙音乐嘉年华的核心是表演，其演出场面成为观众将积极情感注入的主要舞台。这种积极的情

感能量不仅仅创造焦点，更在而社交媒体上完成情感能量传播与延伸，并引发了更为多样和深刻的情感

表达。观众不再是被动的观赏者，而是活跃的情感共鸣者，个体之间的情感共振不再仅限于简单的信息

传递，而是演变为一种真实而深刻的社群联结和共同体验。这不仅仅是观众在音乐嘉年华中的个体体验，

更是一种共同创造的社交互动，将参与者们牢牢地凝聚在一起。然而，这个共同体的活力也是动态变化

的。即便观众在一开始对于互动的期望充满激情，但社交疲劳、演出内容的反复、或者是个体情感状态

的变迁，都有可能导致情感的逐渐淡化。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可能开始寻找新的刺激和能量。他们或许

会主动探索其他音乐流派，或者期待更多创新的虚拟互动体验，以满足他们对于情感体验的不断变化的

需求。在这样的情境下，观众往往会寻求新的情感聚焦点，希望在其他音乐或虚拟体验中找到新的能量

源。他们可能会进入一段短暂的等待状态，期待下一场激动人心的演出，或者是一种更为吸引人的虚拟

互动体验。这种情感的变迁和对新体验的追求，展现了观众对于情感体验的动态需求，为元宇宙音乐嘉

年华及类似虚拟娱乐活动提供了不断优化和创新的机遇。 

4. 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互动仪式结果 

4.1. 粉丝社群：群体符号认同 

在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中，众多观众在线上表演的初期常常感受到一种空间上的隔离，难以真正融入

演出的氛围中，一直徘徊于一种游离状态[7]。然而，这种虚拟空间中特定符号的敏感性却显得至关重要。

以周杰伦线上演唱会为例，《稻香》这首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符号，具备唤起受众早年追星情感共鸣的

能力。在元宇宙音乐会中，观众不仅能够通过这些符号进行交流互动，还能共同参与现场的应援活动。

这些符号不仅仅是演出的一部分，更是一种强大的情感传递工具，使得粉丝与明星之间的情感能够更为

深刻地传达和共鸣。同时，这些符号也在促进粉丝群体的团结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为后续在社交媒体上

的宣传与扩大明星影响力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个互动的元宇宙空间里，符号不仅是观众的参与方

式，更是连接粉丝群体、明星与音乐之间情感纽带的桥梁，为数字时代的音乐体验注入了全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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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受众感知：情感能量聚集 

在互动仪式链中，强连接的作用在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中显得更加显著。在演出活动中，粉丝群体通

过共享相同的社会特点、信任关系、高频互动以及紧密的情感联系，构建了一个坚固的强连接网络。这

种强连接不仅在个体层面上加深了参与者之间的亲密度，同时也为整个音乐嘉年华的社交框架注入了更

为深刻而持久的活力。因此，强连接的形成不仅仅是个体之间情感联系的体现，更是整个音乐嘉年华社

交体验的核心[8]。这种强连接网络推动着活动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为参与者创造了更加丰富和有趣的体

验。每个参与者都感受到自己更加紧密地融入了共同体，而整个音乐嘉年华的氛围也因为这些强连接而

变得更加浓厚。这种社交情感的深度交流使得活动更具吸引力，赋予了它持续的活力和吸引力，使得元

宇宙音乐嘉年华成为一个不可错过的社交体验。 

4.3. 虚拟在场：自我身份认同 

当受众作为粉丝融入演出时，他们通过在元宇宙世界中的评论和控评、参与演出环节的统一运营等

活动，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向非粉丝群体推荐明星或为心仪的明星进行投票等方式，持续地进行这些行为，

从而不断巩固和表达自身的身份认同。粉丝们通过积极参与元宇宙中的互动活动，如评论和控评，以及

在演出过程中协同运营，体现了他们对于共同利益和共鸣点的关注。此外，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如向

非粉丝推荐喜爱的明星或为其进行打榜，成为了表达对明星的喜爱和支持的有效手段。这些行为不仅加

强了粉丝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也为每个个体在社会网络中不断建构和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有力支

持。这样的互动过程使得元宇宙音乐嘉年华成为一个深度个人参与和群体认同的独特场所。 

4.4. 界限维护：群体道德强烈 

在以往的线下演唱会或比赛中，曾有过大规模的争执、互殴以及辱骂等事件。类似的行为在元宇宙音

乐嘉年华中也同样存在，其中一些人试图破坏演出氛围，例如在弹幕中辱骂明星或粉丝，或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不当言论，甚至可能有一些私生饭试图影响正常的演出交流活动。然而，这些事件往往反而在短时间

内促使粉丝群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强烈的一致对外姿态。受众群体通常能够迅速组建相关的应

对方案，例如通过刷屏口号或进行还击等积极行为。这种迅速而有力的响应展现了粉丝群体的凝聚力和团

结力，使得他们能够迅速应对外部的挑战，保护他们喜爱的明星以及音乐嘉年华的积极氛围。这种集体行

动不仅是对个别不当行为的回应，更是粉丝群体在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中构建积极社交体验的一部分。 

5. 元宇宙音乐嘉年华发展困境与展望 

元宇宙音乐嘉年华深刻展现了艺术表演中情感与个体体验的紧密关系，然而当前仍存在一些挑战，

其中互动形式相对匮乏，具身效果受到一定的约束。反馈机制方面也存在问题，包括录播现象频发和反

馈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此外，技术方面的限制也是目前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主要表现在技术差异导

致的卡顿现象，以及音质和画面效果方面的不足。因此，针对这些现存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相应的

解决方案。 

5.1. 互动效果：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 

尽管元宇宙音乐嘉年华在情感和个体体验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互动并非仅仅是一种群体行为，

更是个体与音乐之间情感共振的表达[9]。除此之外，集体体验也是元宇宙音乐嘉年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也必须理解互动的复杂性，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在互动过程中仍需注意到一些受众对于互动的

负面态度。观众受到个体性格差异的影响，所产生的社交恐惧性格和对于社交互动无意义的观念，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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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人选择保持观望态度。在互动设计中，应当以尊重个体选择的原则为基础，提供多样性的互动形

式，以满足不同观众的期望。在互动设计中，需要以尊重每个个体选择的原则，提供丰富多样的互动形

式，以便更好地满足不同观众的期望，确保他们在音乐嘉年华中能够找到最合适和舒适的参与方式。这

种差异性的考量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音乐嘉年华的包容性和个性化体验。 

5.2. 议程设置：把握文化舆论动向 

粉丝内讧或偶像失格等负面因素对互动产生的不良影响表明，在音乐嘉年华的策划中，需要加强公

共关系管理，维护明星形象的同时确保粉丝社群能够积极向上发展。这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积极

的互动环境，避免一些负面事件对整体互动体验产生副作用。面对粉丝内部的矛盾和偶像可能面临的负

面事件，有效的公共关系管理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加强明星形象的塑造，以及对粉丝社群的引导，可以

更好地维持整体互动氛围的积极向上。这种做法有助于确保音乐嘉年华成为一个和谐互动的平台，防范

负面事件对互动体验产生的不良影响。综合而言，注重公共关系管理是音乐嘉年华成功策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5.3. 技术升级：加快虚拟技术迭代 

在元宇宙虚拟世界中，传播环境的核心在于虚拟场景的巧妙搭建。通过融合虚拟和现实的直播技术，

演艺行业不仅得以扩展发展空间，还为观众提供了更具参与感的演出观赏方式[10]。在这个背景下，互动

仪式链理论被引入，强调了情境对于互动体验的关键作用。元宇宙音乐嘉年华则将这一理念提升到了一

个全新的层次。通过将互动和社交行为融入虚拟世界，人们可以在更加丰富、创新的环境中参与音乐嘉

年华，打破了传统社交活动的种种限制。然而，尽管元宇宙音乐嘉年华为观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虚拟体

验，目前的虚拟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无法完全满足受众的全感官体验。因此，必须加强虚拟技术的研

发和迭代，以进一步提升元宇宙音乐嘉年华的发展水平。通过不断改进虚拟技术，我们可以更好地满足

观众对于真实感、沉浸感和参与感的追求，推动元宇宙音乐嘉年华朝着更为引人入胜和高度互动的方向

不断前进。 
元宇宙音乐嘉年华通过强调虚拟互动和情境创造，这一新兴技术为虚拟文娱产业带来了独特的竞争

优势，同时也引领着娱乐形式的创新和发展。随着人工智能在创意产业的渗透不断加深，我们可以期待

在未来看到更加引人入胜、富有想象力的元宇宙音乐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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