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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个“上海一家商
场通过音乐防盗”的帖子在网
上疯传。常常被顾客忽略的商
场背景音乐，一时间成为白领
间的谈资。记者走访了上海多
家大型商场，有些商场偏爱安
静的钢琴曲，有些则偏爱热闹
的流行音乐。不管高雅还是通
俗，不管是为了打动顾客，激
起他们的购物欲，还是为了提
供一个更为轻松愉悦的购物环
境，这一首首看似随意的音乐
背后，都有着不随意的理由。

背景音乐提醒防盗

网友曹传可能是第一个发
现这秘密的顾客。“我当时正在
男装区试穿衣服，突然听见身
边一店员小声地说‘小偷来
了，看好货！’”一头雾水的曹
传立马询问，“原来当时商场换
了背景音乐，提醒小偷来了。
这么高级的方法我还是第一次
听说，瞬间对商场膜拜起来。”

记者联系上海这家商场的
负责人，证明此消息属实。

“其实我们商场的音乐不仅
仅是放给顾客听的，同时也是
我们与店员间的暗号。将不同
的讯息通过音乐传达给店员，
从而使其为顾客提供更精致的

服务。”具体什么音乐对应什么
情境，记者想再问下去，却得
到了这样的回复，“这是商业机
密，不便透露。”

记者在一个雨天来到这家
商场，此时商场正播放着轻快
的钢琴曲。仔细听，“滴答”之
声犹如雨声。

“外面下雨了，一听音乐就
知道。商场二层以上看不到街
景的店员们，听了这音乐就能
及时提醒顾客准备好雨具。”一
楼化妆品柜台的柜员告诉记者。

这套音乐暗号由来已久，
当初只是为了防小偷，提示天
气情况是后来新增的功能。

“早些年，店员在招呼客人
时，顾不上柜台里的数码产
品，让小偷有机可乘。”一名店
员说，每当警卫在监视器里见
到了行为鬼鬼祟祟的人，便会
播放特定的曲子，“听起来就好
像美国动作片里面常有的插
曲，节奏很快，十分刺激”。

多缓少快无悲腔

一天的不同时段，上海一
家知名商场播放的背景音乐也
会有所不同。

这家商场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商场背景音乐的设定是他

们的“吸金之道”。“我们商场
并非高档商品卖场，针对的消
费群很广，各个阶层、各个领
域都有，音乐习惯各式各样，
所以在挑选音乐时，我们更偏
向那些雅俗共赏的。”

这家商场选择背景音乐的
条条框框很多。首先是“多曲
少唱无合唱”，即多放点乐曲，
少放点声乐，不要有大合唱。

“特别是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合
唱曲。热闹是热闹，客人都快
被吵走了！”

“多缓少快无悲腔”很好理
解，即多播放优美舒缓的，避
免快节奏的乐曲，《二泉映月》
之类充斥着忧愁的曲子更是商
场的一大禁忌。

不 同 时 段 播 放 不 同 的 音
乐，更是这个商场的一大特色。

“在午后播放较为舒缓的管
弦乐曲，放松顾客的情绪。在
高峰时段播放相对轻快的歌
曲，加快购物的节奏。这都是
多年总结下来的经验，别人学
不来的！”商场负责人说。

有的玩现场表演

一到半点，上海一家商场
便开始例行播放商场日常信
息，伴随着它的是循环播放的

轻音乐，且都是耳熟能详的、
舒缓轻柔的中外名曲。

“我们一直坚持为消费者呈
现亲切的购物环境，顾客可以
边享受音乐边轻松购物。”这家
商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除此
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制胜法
宝，“别家玩的是背景音乐，我
们玩的是现场表演。”

这家商场每周二、三、五
晚上都会有小提琴表演，双休
日的下午更是会邀来老外吹奏
萨克斯或小号。

“原先一直害怕老外的萨克
斯表演不接地气，没想到效果
出奇的好。”商场负责人说，有
一年母亲节，商场从国外请来
一支由多位正太组成的乐队。
在表演的空当，主唱自弹自唱
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虽然
中文差到极点，不仔细听都不
知道在唱些什么。但看在主唱
这么帅的份上，围观的人数几
乎能用壮观来形容。”

这家商场也一度邀请沪上
的乐队进行现场表演，多是些
年轻人组成的地下乐队。

“那个热闹呀，音乐甚至传
到了我们在七楼的办公室！”商
场负责人说，他们的顾客群相
对而言比较年轻，对于新潮音
乐的接受能力强。 晚综

商场背景音乐 每一曲都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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