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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di Festival was a rock music festival held in China since 2000, which was also the first 

approved "Festival" that organized by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by the official. So far, 
Midi Festival had held for 14th anniversary, expected as China's "Woodstock". This paper 

considering the impression and perception of Midi festival from the media, academia, and the 
audience’s view via software of ROST Content Mining, trying to find what were the delivering 

symbols represented and what were the significance of all those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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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笛音乐节”的述评：表征与意义 

吴少峰
1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51006） 

摘要：迷笛音乐节自2000年首次举办，是国内首个受官方批准称为“节”，由民间机构举办的“节”庆活动。至2015年

末，迷笛音乐节已举办30届，被界内期望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本文大数据的角度获取资料进行筛选后采用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从媒体、学术以及观众三方对于迷笛音乐节的印象和感知进行述评，指出不同主体对迷笛音乐节的文本叙述

中所传递的符号特指和表征意义存在的差异，丰富对国内音乐节事活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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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90 年代，中国的文化活动都是由政府举办，音乐艺术多作为政治或宣传的活动。直到 2000 年，政府

对音乐的商业意识才逐渐显现。相对而言，1989 年到 1993 年间，国内年轻人对音乐的气氛稍显压抑，93

年后，音乐逐渐呈现多元化。直到 2006 年，中国政府认可创意是能带动就业的新兴产业。“迷笛音乐节”

于 2000 年首次在北京举办，至今已举办 14 届，是中国首个由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批准叫“节”的、由民间

机构举办的文化活动，被界内期望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早期迷笛音乐节的运营一直亏损，直到 2006

年首次获利，但 2008 年又因时间不断推延遭遇信任低谷，然而继 2009 年后其号召力、影响力和收益都与

日剧增。 

国内对该主题节事方面的研究较少，音乐节文化的相关文献不多。Getz.D(2011)认为现场类的艺术是

个体或群体在一个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合的重要行为，属于“节事”的一种，而日常生活的意义和实践就是

文化研究的主题
[1]
。戴光全，张骁鸣(2011)是一种产品，这种产品可能是“了不起”的创作，也可能是具

有唯一性的特殊瞬间或特别体验的某一事物。同时指出音乐节属于现代节事活动
[2]
，本文认为迷笛音乐节

即属于此类型。 

1 表征与意义 

“表征”在《牛津英语简明词典》里给出的相关意义是表征某物即：①描绘或摹状它；②意味着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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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表征是一个过程，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必要组成

部分，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的使用。
[3] 

表征是个修辞学、符号学和传播学

的概念，是指制造符号、以代表被表征对象的意义社会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产物。表征也可理解为将

一种抽象的概念纳入具体形式（也就是不同能指）的过程。
[4]
同时表征的系统并不是单独的各个概念所组

成，而是由对各个概念的组织、集束、安排和分段，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复杂联系的各种方法组成。[3]

而文本是指传播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符码所组成的某一表意结构，是由表征性符码所组成的一组讯

息。
[4]-[5]

文本隐含着“意义生成和交换的核心”，因此，一个文本便由一个运行于许多层面的符码网络所组

成，能根据读者的文化——经验产生不同的意义。换言之，文本是有问题的，需要进行分析。
[6]
文本即由

语言组成，当讨论语言和表征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索绪尔，他关注的是作为社会事实的语言

本身，符号如何表征的过程，以及其实际运作的角色和在意义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福柯则奠基于历史，

更关注权力与知识，以及主体的话题，是“各种主观化的社会学科”。 

“新型小资产阶级”是所谓的符号精英。
[7]
迷笛音乐节的消费者正是该群体，表征的社会功能是“对

话”，维持这一“对话”的是被共享的文化信码的存在，而共享的文化信码是什么值得思考。斯图尔特.霍

尔认为意义不在客体或人或事物中，也不在词语中。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构建出来的。如果意义历史地变

动着，并永远不会最终确立，那么它就使“意义的获得”必须包括一个积极的解释过程。意义必须得到积

极的“阅读”和“解释”。
[3]
虽然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差异决不会在任何二元系统内被捕捉

到（德里达，1981 年），即对意义的解释可能会陷入“意义的循环”，但未被消化地接受和解释的各种符号

都不是“有意义的”。 

2 研究方法 

本文从媒体、期刊和观众的角度对迷笛音乐节有关的印象和感知文本进行综述和思考。媒体资料的获

得方面，首先检索了中国知网中“主题”和“关键词”关于“迷笛”与“音乐节”的报纸文献，共 493 篇，

阅读标题或全文剔除无关的非户外大型音乐节和广告类文章后，得到与“迷笛音乐节”主题相关的报纸文

献共 112 篇；其次，本文也从国内“搜狐”网举办的“迷笛音乐节十年”的专题纪念报道中选取十年印象

的专题文本共 13 篇以及参加历届迷笛的音乐人手记文本共 12 篇作为典型文本案例加入，增添对知网中媒

体文献的补充。期刊资料获得方面，对知网期刊以主题“迷笛”与“音乐节”检索共 30 篇，以“户外”

与“音乐节”检索共 33 篇，“摇滚”与“音乐节”检索共 97 篇，剔除重复和无意义之后得到 69 篇期刊文

献。 

观众的印象方面，采取的文本资料一方面来自“落网”中“我的迷笛印象”征文。“落网”于 2003 年

创办，运营至今已有独立完善的网站、巴士电台、华语 Fm 和微信等各种公开推送平台，影响较大。因此，

选取其征文具典型意义。另一方面来自豆瓣迷笛小组。资料选取初期，曾拿它与迷笛音乐学校网站中的发

言贴对比，但阅读完其发言的数量和质量，认为豆瓣迷笛小组发言更具代表性。对小组的文本选择采取按

年份分好页数，随机抽取每年 20 页阅读，通读后剔除无关文本，选取有效文本案例 100 份，共 21590 万

字。 

接着，对所搜集到的资料全部转化为.txt 的格式，采用定性 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从媒体、

期刊和观众的角度对所获取的资料采用内容挖掘的方法，进行词频分析后构建语义网络模型，语义网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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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综合所对应相关符号的表征。然后结合文本阅读的理解对语义网络模型分析和解释，以期通过述评的

方法观察各方文献的现状并寻求迷笛音乐节所传递的符号特指和表征意义。 

3 迷笛音乐节语境下：表征与意义 

3.1 迷笛音乐节是什么 

迷笛音乐节的创办者张帆在《一个节日的诞生》里对它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音乐节这种艺术形式在国外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了，我们是拿来主义并在中国进行复制，只不过是结

合了中国的国情并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诞生并壮大了这个非常好的活动，实实在在，一点也不矫情却直

击人心。迷笛音乐节没有很深的道理，我们想造就的是：‘大家来吧，带着你的爱人！我们一起喝酒、唱

歌、聊天和拥抱温暖！’这是一种常态，温暖、快乐和彼此感染，其实就是作为一种人的动物本性的释放

和回归，是一种很朴素的人性需求。”
 [8]

 

可见迷笛音乐节的初衷，是作为音乐爱好者欢庆的节日而存在，让大家能有机会聚在一起寻找快乐。

每届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迷笛音乐节的历届基本情况表 

年份 时间 地点 主题 年份 时间 地点 主题 

2000 5.1-2 迷笛学校礼堂.北京；7

月，西单 

  2012 4.21-22 上海浦东世纪公

园 

P.M 2.5 

2001 5.1-3 迷笛学校礼堂.北京   4.29-5.1 北京顺义奥林匹

克公园 

2002 5.1-3 北京迷笛音乐学校 向劳动者致敬 8.23-26 贵阳市花溪公园 

2003 10.1-3 北京迷笛音乐学校 摇滚支持动物

保护 

（注：哟嘎迷笛音

乐节） 

2004 10.1-4 北京国际雕塑公园 永远年轻永远

热泪盈眶 

2013 4.29-5.1 北京乐谷草地音

乐公园 

迷笛学校

20 年 

2005 10.1-4 北京海淀公园 拯救中国河流 5.3-5.5 上海浦东世纪音

乐公园 

2006 5.1-4 北京海淀公园 中国摇滚 20

年 

5.17-5.19 深圳大运中心 

2007 5.1-4 北京海淀公园 绿色与和平 10.2-4 上海浦东新区三

甲港 

2008 10.1-5 迷笛音乐学校 宽容 2014 12.31-1.2 深圳大运中心 

减少鸣笛 

2009 5.1-3 江苏镇江优山美地绿地

广场 

十年 4.25-4.27 上海浦东新区三

甲港 

2010 5.1-5.4 北京海淀公园 低碳生活  5.1-3 狂飙乐园 

10.1-4 江苏镇江市长江世业洲

岛 

集结 10.1-10.3 上海浦东新区三

甲港 

2011 4.30-5.2 北京门头沟区京浪岛公

园 

爱熊行动 

10.5-10.7 太湖迷笛音乐公

园 

5.6-8 上海浦东世纪公园 2015 12.31-1.1 深圳大运中心 

内心的歌

唱 

8.4-8.7 山东日照奥林匹克水上

公园 

5.1-5.3 太湖迷笛营 

（注：海洋迷笛音乐节） 10.1-10.3 太湖迷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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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迷笛音乐节：媒体报道和参与方记忆 

对选取的报纸媒体语言通过文本挖掘分析后，得到其表征语义网络图 1，报道主要以两个符号核心集

散，一是以“音乐节”进行外延性的表征，另一个则以 “音乐”、“迷笛”、“现场”、“演出”和“观众”

这几个以现场音乐舞台演出为核心的几个关键相关者来进行信息表征。这些集散中心词的频数如表 2所示。 

表 2：报纸媒体集散中心词频数 

集散中心词 频数 集散中心词 频数 集散中心词 频数 

音乐节 1188 中国 218 北京 114 

音乐 446 演出 202 文化 114 

迷笛 431 观众 152 举办 107 

摇滚 325 现场 135  户外 102 

乐队 287 舞台 128 摇滚乐 97 

 

从报纸的角度看，报纸媒体除关注现场表演，还传达了参与相关方、同行业市场、迷笛音乐节地点的

发展和变迁方向。与主办方对应的有“张帆”、“政府”、“主办方”、“艺人”和“青年”这几个关键词符号。

“张帆”，作为迷笛音乐学校和迷笛音乐节的创办者，对中国摇滚乐和中国音乐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政府”是政策和环境的给予者，它对创业产业发展的支持与否决定了迷笛音乐节的生死。 政府于 2006

年创意产业的提出给音乐节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在演出平台秩序化后，需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就到了作为

音乐节交流主体呈现的表演者—舞台上的“艺人”和观看者“青年”。演出的“艺人”是文化的发声器，

是摇滚音乐和精神的浓缩，而“青年”是文化的理解者，是摇滚音乐和精神的拥泵，两者都需要时间培养，

前者培养做出好音乐的能力，后者则需要培养欣赏以及参与音乐节的消费习惯。报纸媒体关注到现场表演

中“演出”是音乐节的核心产品，但忽略较之普通的演唱会，音乐节是个乐迷借助音乐节分享彼此的兴趣

爱好的聚会，而音乐节的演出则是为这聚会助兴的一部分。所以音乐节并非仅止一种观望性的演出，而是

以观众为焦点和核心的聚会；“艺人”在此也不止是演出者，同时也是聚会的参与者。同行业市场，语义

网络图的“沈黎晖”、“天空-摩登”、“草莓”、“商业”、“户外”和“模式”等符号，缘于户外迷笛摇滚音

乐节的兴起，摩登音乐的沈黎晖创办了大型“草莓”户外音乐节，差异化运营，有摇滚元素更兼顾流行和

通俗，常被用来与“迷笛”比较
[9]
。“草莓”和“商业”间接印证报纸媒体对于该内容的报道更多发生在 

 

图 1：报纸媒体文本的语义网络表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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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后。早期摇滚乐曾被作为一种“精神毒药”贴上了反叛、危险的标签，媒体采取谨慎观望的态度，

但自政府开始支持创意产业，媒体便放开音乐节的报道。另外，从“北京”、“张北”、“草原”、“长江”、“镇

江”和“深圳”这几个地点性的符号，表征了迷笛音乐节地点的变迁脉络。 

然而，搜狐网络 “迷笛音乐节十年”的专题纪念报道
[10]

语义网络图 2 表征更为紧密，参与者的文本

围绕音乐节的起源核心“摇滚乐”为重点密集性的以“音乐节”、“摇滚”、“迷 

 

图 2：搜狐网络的“迷笛音乐节十年”专题文本的语义网络表征图 

笛”、 “观众”、“舞台”、“现场”、“乐队”、“文化”、“青年”和“中国”这一系列信息作为“迷笛音乐节”

整体的诠释；而参与的音乐人手记则从“迷笛”、“音乐节”和“音乐”这三个核心思考，同时对“文化”、

“摇滚乐”、“中国”、“乐队”和“现场”这五个音乐人圈内发展的聚焦点甚为关注。与前两者比较，三者

的重合点除迷笛音乐节外，都关注了“摇滚乐”、“文化”、“乐队”和“中国”，说明乐迷和乐队所关心的

不仅是纯艺术性的音乐，其存在更是为年轻人的文化和思考代言，这种文化并不止是关心个体和群体精神，

更关心“中国”文化有关，“节奏”、“金属”、“说唱”、“效果”、“风格”，以及“民谣”和较为外围的表征 

 

图 3：搜狐网络的“迷笛音乐节十年”专题“音乐人手记——十年纪念”文本的语义网络图 

词汇“爵化的发展，以及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接轨。音乐人手记的文本网络图 3 中更为明显，其表征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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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也源于此。另外，较之纸质媒体，搜狐十年纪念的文本更多和音乐风格的思考士”，表明音乐节

音乐的风格逐渐多元化，同时也关注到报纸媒体表征中没有出现的“效果”，从两方面理解：第一，舞台

效果，观众是否通过音乐理解和接受乐队之间的互动和传达，乐队又是否从观众那里获得回馈的热情和欣

赏；第二，乐队的演奏与现场的设计和设施设备的设置“效果”是否得到满意的调和。另外，图 3 中“今

年”、“每年”、“一年”、“多年”、“十年”和“最初”这些符号体现了音乐人对音乐节的坚持与努力，“发

展”和“规模”也表明对音乐节的经历和所看到的变化。 

3.3 迷笛音乐节：学术观点与言论 

学术圈对迷笛音乐节的关注较少，尤其是非音乐届的学术圈，连音乐节中与商业
[11]

、经济
[12]

相关的也

多在音乐艺术类期刊出现。大部分从大众艺术和文化的角度来关注迷笛，非艺术角度提出的有对北京旅游

资源
[13]

的分布中提到迷笛，大型音乐节是否可以盈利的探讨中以“迷笛音乐节”为案例
[14]

，大型音乐节的

产业思考
[15]

以及少数关于它的发展的思考
[16]

和浅析
[17]

，说明学术界已注意到它在市场和社会的存在，但思

考深度不够。值得注意的是迷笛音乐节的创办者张帆在贾舒颖所策划的 2011 年艺术评论期刊的观察“户

外音乐节专题”中的发表了《一个节日的诞生》，同时摩登音乐节的举办者沈黎晖也发表了《音乐节—通

往未来艺术的新形势》
[18]

。 

从文本挖掘得到的图 4，可以看到学术圈里目前出现的文章较少，但是仍关注到迷笛音乐节的很多方

面，其关键点一方面主要以与“音乐节”相关的主办者、同类市场竞争者、以及相关时间、地点、规模展

开，另一方面则以“迷笛”、“文化”、“发展”、“音乐”和“旅游”这几个核心词进行表征。相对而言，期

刊文本网络图中出现了“摇滚”，但不再是中心，且较少与“摇滚乐”联系起来，对其本身的文化感稍显

缺失。 

 

 

图 4：知网期刊关于迷笛音乐节文本语义网络图 

其次，将音乐节与旅游进行关联。第一，从节日的角度，音乐节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节事旅游的现象，

是大众新的休闲娱乐方式。第二，从经济的角度，自 06 年迷笛音乐节盈利开始，音乐节的市场化趋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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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节事旅游经济发展。而政府也对其作为创意产业做出相关支持，2007 年底迷笛音乐节获得海淀区政府

50 万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扶持资金，资金直指 2008 年音乐节，这是政府第一次出资支持摇滚音乐节。 

另外，除和媒体相似对“迷笛”、“音乐”和“音乐节”的关注，期刊还关注了音乐节的发源地迷笛学

校对音乐人的培养以及音乐节的安排和交通等问题。随着音乐节参与人数的增多以及音乐节时间安排的特

殊情况，音乐节游客的交通和设施设备的安排需要得到更多的思考。同时期刊的语义网络表征中也涉及到

伍德斯托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全球重要的摇滚音乐节，虽然当时一些变故使两位组织者赔了近 200 万

美元，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对文化的震撼力却使以音乐来表现文化或社会事件的活动达到顶峰。这在向其

进行比较和致敬的同时也是期望中国的摇滚音乐能够通过音乐节表现更多的社会文化。 

3.4 迷笛音乐节：观众印象和感知 

3.4.1“落网”专题：我的迷笛印象征文——典型案例的印象和感知 

“落网”中我的迷笛印象征文所选取的文本相对典型，5 篇文章来自不同的作者群体
 [19]

。有多次去迷

笛的铁托，经历过考研和工作的青年，刚结束高考的大学生，第一次去深圳迷笛的姑娘，参与过迷笛音乐

节表演的著名南方乐队—沼泽乐队。所以在该文本的语义网络里，能接触到来自多元观众群体的感受。 

首先，从稍显无序的语义网络图 5 的表征关联中，可以感受到与媒体和期刊文章不同的年轻人思维的

跳跃，另一方面，作为观众群体，他们的文本记忆关注的最多的并非主办方、舞台与交通方面的问题，而 

 

图 5：“落网”专题：“我的迷笛印象”征文文本语义网络图 

是表达自己对音乐节的“感受”。“真实”、“自由”、“躁动”、“抛开”、“兴奋”和“全身”表征了他们在迷

笛音乐节的感受；“小伙伴”、“朋友”、“老师”、“认识”和“乐迷”则代表观众来到迷笛音乐节所寻找到

的身份认同，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在这里能迅速的找到同类和被互相认可，建立从陌

生到熟知的亲密联系，因此这就是“感受”到的“真实”，在此人与人平常的隔阂得以打开和消失，人们

在短暂自我的旅途“抛开”世俗的繁文缛节，呈现出与“现实”生活难见的真实；“一刻”、“三天”、“时

间”、 “记忆”和“过去”的表征，是观众对音乐节来自时间的“感受”，他们认为在音乐节的这“一刻”

是美好的，是期待已久的，是与理想生活接近的，而音乐则是不应“停止”的。“三天”是音乐节的时间

长度，是每年他们日常生活中期待的“三天”，也是记忆里充满回忆的“三天”，它承接“过去”“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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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好，同时也是和“过去”日常中琐碎、平庸、冷漠与无聊的一种截然不同。他们对音乐节规模的认识

是“大型”的，是“第一次”参加“那样”的活动，而且是期待已久，经过“努力”才“最终”来到音乐

节的现场，所以倍加珍惜短暂的“三天”“时间”。 “现场”、“演出”、“音乐”、“舞台”和“帐篷”则是

音乐节的经历带来的更直观的冲击，参与音乐节不仅是看演出这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和新老朋友共享，是

歌唱者和乐迷一道为摇滚精神欢聚的盛会。 

4.4.2 豆瓣“迷笛”小组——迷笛音乐节乐迷扎堆圈 

与“落网”具有被选取案例的典型性不同，豆瓣“迷笛”小组
[20]

的话题则完全是自发性的。从图 6 看

到，与前者相同的是迷笛小组文本的语义网络表征图还是围绕“迷笛”与“音乐”进行表征，“摇滚”、“摇

滚乐”和“音乐节”表征对迷笛的整体印象的理解，而“现场”、“演出”、“观众”、“乐队”和“舞台”则

是对迷笛物化存在的感知，是这些共同组成他们所“热爱”的“迷笛”和“音乐”。他们“跟着”歌者的

音乐，和“全场”共庆，而“今年”、“三天”、“未来”、“每天”、“每个”和“小时”也表征了他们对于迷

笛音乐节的时间的感受，在这里的“三天”，“每天”、“每个小时”都很快乐，同时期待未来的“迷笛”。

和典型文本所不同的是，除“自由”这个最大的感受外，小组里的话题还囊括了更多的感受，“自由”、“意

义”、“美丽”、“幸福”、“乌托邦”、“纯粹”、“生命”、“孩子”和“坚持”。这些看似离散的词语却直观的

表征了迷笛音乐节给他们带来的感受已不仅限于音乐和演出，而是年青人精神世界的需求和对美好世界的 

 

图 6：豆瓣小组迷笛印象与感知文本语义网络图 

向往。他们像“苦行僧”般寻求“自由”和生活的“意义”，把这短暂的“三天”认为是“美丽”、“幸福”

的“乌托邦”，是“生命”的“纯粹”，是“孩子”气的对理想的“坚持”以及对一切不平等的死磕。所以

他们用凯鲁亚克的“永远”“年轻”，永远泪流满面，永远热泪盈眶代表他们对现实中所有的不美好的不肯

屈服。而当“离开”音乐节，重新进入现实生活，“然后”则表征对理想与现实的转折，“或许”这样的词

也正表征了这一代的年青人在追寻中的迷惑。这群中国当代的年青人，他们不仅追寻和思考 “中国”摇

滚乐的“未来”，“中国”“音乐节”的“未来”，同时也追求着这个国家大众生活与文化美好的“未来”，

这些从音乐节每年的主题宣传中可以一见端倪，因此“音乐节”才在他们的生活中充满“意义”。其次，

与典型文本不同，语义网络 6 中“朋友”这个符号指代了所有的身份认同，同时很多人用“第一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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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迷笛音乐节给他们带来的无数第一次。最后，图 6 中出现的“垃圾”和“穿着”，是在前面的语义网络

里完全没有的符号。“垃圾”源于很多到达音乐节的年青人对于现场乱扔垃圾的反感以及对于不乱扔垃圾

的期待，而“穿着”则是在音乐中年轻人日渐时兴的词汇，服饰在此成为文化的典型标签，一些人用服饰

在音乐节中表达独立特行的态度，另一部分则通过服饰寻求类别归属的身份认同。 

4 讨论、不足和展望 

文章从媒体、期刊和观众的角度对迷笛音乐节的印象和感知做出述评，将观众文本纳入的主要原因是

目前国内迷笛音乐节相关的媒体和期刊的思考远走在它的群众基础后，可见研究和实践的不平衡，因此考

察观众的文本，思考他们的印象和感知很重要。其次，Getz 认为由于艺术和文化界的人想要保持‘艺术的

完整性’，总是不愿承认将艺术作为一种生意，也不愿接受市场营销方面的运作
[1]
。这也从侧面道出大型迷

笛音乐节的现场设备和遇到天气不好等危机情况管理不妥的原因。然而过于商业化的音乐却难吸引观众。

因此，要解决这个矛盾，节庆研究者在音乐节的策划、运作和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充分理解它的艺术性

和文化性，再寻求如何做好它的外围工作来提升其“艺术完整性”。另外，关注的重点方面，媒体关注较

多的是现时的报道，注重音乐节的发展和变化，期刊则对音乐节的运营及与同行业市场上的竞争和比较中

更关注其艺术性，而观众更关注的则是对音乐节态度的表达和感受。由于学术圈对音乐节关注的深度和广

度都不太够，各方对该音乐节的文化符号表征和相关意义也没有得到系统的阐释，因此，需要对国内独立

音乐节的研究产生足够重视，而它作为“一个节日的诞生”对于新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节事研究意义。 

文章的研究中也呈现出一些未来值得继续研究的议题。比如音乐节面对不确定性的危机管理问题，大

型节事户外活动中的天气、延迟及安全该如何进行预防和管理，能否建立标准化的应对方案；观众的文本

中不断的出现“三天”，认为是截然不同和值得怀念的三天，这个截然不同深究下来是否能解释节事的阈

限；音乐节作为一种节日的形式，它不再仅仅是传统演出会的舞台，而加入了更多的元素，所倡导的氛围

有何异同等。 

最后，本文的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第一，资料的搜索，鉴于网络文本内容数量繁多及时间限制，比

如观众方面，百度迷笛音乐吧、迷笛音乐学校网站的论坛等都没纳入文本分析之列，同时豆瓣小组的随机

抽样式的文本选择可能对重要文本产生遗漏。第二，媒体研究的方面，因为网络媒体言论众多，重点难以

把握，且基于时限的原因，重点的报道也只是近年才蜂拥出现，因此文章以知网的报纸媒体为主要文本。

但网络媒体将会是趋势，以后的研究应对其应做出更多思考。第三，数据挖掘方面，因文章涉及的方面较

多，数量大，没将频数分析逐一列出。同时除文本考察外，以后的研究也可将照片和影像等更多地文本形

式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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