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绪补给站

[短评]

上海在全国的快闪热潮中占据着领先

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端午假期期间，

全国约45场二次元IP快闪活动中，上海占

比超过一半。除了IP本身的热度与盲盒、

毛绒玩偶等商品的吸引力，“首发+城市限

定”成为如今快闪营销的高频策略，而上海

成为这一策略的优先试验场。

《请吃红小豆吧！》创始人朱芷仪透

露，首站上海快闪后，本次系列巡展将陆

续登陆国内其他核心城市，结合地域文化

推出定制衍生品。这种做法正在成为行

业趋势，城市限定商品不再是简单的地标

元素拼贴，而是寻找IP文化与城市文化的

深层契合点。

某种意义上，快闪店已不再只是临时

的零售空间，而是城市生活的一次“情绪

补给”。它们创造的不只是商业价值，更

是情感价值和社交价值。对年轻人来说，

那些限定商品不只是物品，更是对某种生

活方式的共鸣。而这种“在场感”，有时甚

至比商品本身更重要。

而这样的时刻，确实值得排队等待。

《吉伊卡哇》快闪的火爆，正是“泛二
次元”趋势的缩影：“角色消费”早已从传
统ACG圈层中溢出，成为一个融合了审美、
IP认同与情绪寄托的都市生活方式。消
费者不一定能说出每一集的剧情，但都会
在盲抽时屏息期待，会在角色人偶登场那
刻惊呼“可爱”。

“五年前，来我们店里买周边、手办的
顾客90%以上都是核心动漫粉丝，现在这个
比例降到了不到60%。”在上海百里香榭经营
二次元周边店铺超过10年的老板王先生告
诉记者，“现在的客户群体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很多顾客甚至没看过动画，就是觉得角
色可爱，或者喜欢盲盒抽赏的过程。”

这种沉浸式参与不只停留在现场，也
延伸到了线上。在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
年轻人主动分享自己的“快闪打卡”记
录。记者从小红书#chiikawa上海快闪#
话题下抓取了50条热门体验帖进行词频
分析，除去“乌萨奇”“小八”“吉伊”等角色
名字外，“抽赏”“盲盒”等词汇出现频率很
高，而“一发入魂”这类抽赏术语也被多次
提及。高频词还有“可爱”“幸福”“排队”
等情绪表达。相较之下，“性价比”“实用
性”等传统消费考量几乎缺席。这张由关
键词构成的“情绪地图”，恰恰揭示了当下
快闪的核心：它不只是一次消费行为，更
是一次即时的感受性体验。

“以前我们讲‘二次元’，默认是‘懂门
道’的宅圈，但现在来逛快闪、买周边、发
帖种草的人，有一半是‘路人粉’。”百联ZX
某IP衍生品品牌负责人表示，“泛二次元”
的关键，不是你是否追番、了解设定，而是

“你觉得这个角色可爱、有情绪价值，就可
能为它的周边买单”。

从“懂门道”到“看心情”
年轻人的“主动分享”

“首发+城市限定”
成为新一代的“城市记忆”

快闪仪式感

排队买“可爱”

“《吉伊卡哇》里大强有几只脚？”“你
知道吉伊最近在考什么证书吗？”“莫莫咖
最喜欢的行为是什么？”

这些看起来像知识竞赛的选择题，其
实是快闪店无预约入场的“准入门槛”。
上海百联ZX创趣场《吉伊卡哇》寿司主题
快闪首日，尽管是工作日，店门前依然排
起长龙。为了短短15分钟的“挑谷”时
间，也为了与角色人偶近距离合影，不少
粉丝早早到场。

家住松江的李佳早上 6 点起床，7
点多出门，在商场开门前一个半小时就
来到大门口排队，只为了抢到这次的快
闪热门款。“代购价格虽然便宜，但快闪
店里能保证买到正品，还能亲手‘挑
脸’。”她说，现场挑选的仪式感是线上
购物无法替代的。

快闪店入场名额有限，须提前三天预
约。未预约成功的粉丝也有机会排队“捡
漏”掉落名额，但需要现场答对IP相关问
题才可领取入场手环。工作人员解释，这
些题目设置得并不难，“对IP有基本了解
就能答出来”，主要是为了限制黄牛倒卖
行为。

类似的场景在上海多地上演。同
日，静安大悦城的插画小人 X 粉红兔子
快闪全国首站也拉开帷幕。这个诞生于
免费插画网站的IP，没有完整的故事背
景，没有漫画、动画作为载体支撑，却凭
借“打工人”“追星族”等表情包角色设
定，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吸引大批年轻人
前来打卡。

“它和我的精神状态很契合，能表达
我的想法，看着就很解压。”一位95后白
领笑着说。即使预约成功，她也在预约时
段现场排队了近 1 小时才得以进场购
买。快闪次日即出现缺货，插画小人购物
袋、应援徽章组合率先售罄，11款粉红兔
子挂件仅剩2款有货在售。

社交平台上的讨论热度也在持续飙
升。截至6月9日，小红书平台#chiikawa
上海快闪#话题浏览量达到400万以上，
超过2.8万人参与讨论，而#插画小人粉
色兔子联动快闪#话题也突破了112万
的浏览量。

快闪现场最有趣的现象之一，就是
“挑脸”文化。所谓“挑脸”，是指粉丝在货
架前从几十个外观相似的玩偶中，挑出自
己认为最有共鸣的那个。

“就像一见钟情的感觉，一眼就能看
出哪一只想跟我回家。”背着塞满狮萨玩
偶痛包的古月这样形容。她曾在代购平
台买过同款寿司系列毛绒玩偶，虽然相较
快闪店便宜了30元，“但总觉得没有我在
现场挑出来的有灵魂。”

快闪不仅实现了“挑脸自由”，还在现
场创造了一个互动性极强的交流空间。
许多年轻人会自发在店外形成“互换社
区”，与陌生人交换“谷子”、讨论角色喜
好，建立起一种短暂却真实的“快闪社
交”。

更有意思的是“饭店摆阵”的衍生现
象。因为这次是寿司主题快闪，不少粉丝
在购买完毕后，会特意前往附近的寿司
店，将刚入手的谷子摆放在寿司餐盘边拍
照打卡。

“我是买完谷子后专门去寿司店摆拍
的，因为我本身也喜欢吃寿司，看中这款
寿司师傅乌萨奇很久了。”《吉伊卡哇》粉
丝栗头告诉记者，她从端午节快闪预约开
放就立刻约了号，“宝宝们很可爱，很适合
寿司店氛围，所以买完就去寿司店拍摄
了。”

从快闪门店走进线下餐饮场景，从虚
拟角色延伸至真实生活空间，这种跨空间
的体验客观上带动了周边餐饮等相关消
费，让“谷子”走出了货架，让快闪的影响
力延伸到了更广泛的消费场景中。

从“捡漏”到“答题”
年轻人的“精神契合”

从“挑脸”到“摆阵”年轻人的“一见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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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2小时排队
买一刻钟“可爱”

解析上海“泛二次元”
快闪背后的青年消费密码

早上6点起床，排队2
小时，只为在快闪店里购
物 15分钟——这不是什
么限量奢侈品发售，而是
上海街头正在上演的二次
元消费新景观。从《吉伊
卡哇》寿司主题快闪到插
画小人粉红兔子联动，上
海在全国二次元快闪中独
占半壁江山。年轻消费者
不再只是“懂门道”的ACG
（二次元）核心粉丝，更多
“路人粉”开始为“可爱”和
情绪价值买单。当虚拟角
色走进现实空间，当“挑
脸”“摆阵”成为新的社交
仪式，一个价值近6000亿
元的泛二次元市场正在重
新定义青年的消费密码。

青年报实习生 王馨怡

记者 陈嘉音

ChiiKAWA寿司快闪排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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