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江红》 45.39亿元
《流浪地球2》 40.15亿元
《熊出没·伴我“熊芯”》 14.75亿元
《无名》 9.28亿元
《深海》 9.13亿元
《阿凡达：水之道》 7.43亿元
《交换人生》 3.93亿元
《保你平安》 3.29亿元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 2.72亿元
《绝望主夫》 2.4亿元

截至目前，2023年票房前十名的电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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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港乐季》不设淘
汰的赛制，《宝岛季》中8组常
驻歌手与6组特邀歌手将组成
两支队伍展开竞演，随着节目
的推进，将有更多有态度、有
温度的两岸歌手加入其中。

《宝岛季》首次采取两地
会场的模式，除了长沙主会
场，还在台湾设立了分会场，
期期都将实现两岸会场互联，
这成为《宝岛季》的一大亮
点。“日月潭呀日月潭，光华小
岛立中央”，一曲《日月潭风
光》中描述的湖光山色，让许
多游人心生向往，首期的台湾
分会场就设立在日月潭，阿
雅、王伟忠、动力火车和胡德
夫共同坐镇，以新媒体传播技
术，进行歌曲共唱和实时连
线。

另外，节目组还在连线中
借鉴《康熙来了》“康熙调查
局”模式，特别设置了文化街
采环节“声生不息请回答”，针
对同一个文化生活议题，在台
北、长沙组织街头访问。

首期节目就“两岸90后观
众最喜爱的影视剧集 TOP5”

“两岸 90 后观众最喜爱的华
语流行音乐 TOP5”两个话题
展开街头采访，两岸观众如数
家珍地分享了自己的保留歌
曲和剧集，《甄嬛传》《琅琊榜》
《公主小妹》《想见你》等剧集
被屡屡提及，《简单爱》《孤勇
者》等歌曲也受到广泛认同。

有受访者表示：“《鹿港小
镇》是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
听的，最能体现出细腻的思乡
之情”；有人聊到自己的经历：

“高考前的晚自习，躲在厕所
里听完《隐形的翅膀》，擦干眼
泪洗把脸又回到教室里继续
学”；也有人一言不合就模仿
起剧集中的经典名场面。通
过被采访者趣味性十足的回
答，不仅加深了两岸青年间对
彼此的了解，也展现了两岸有
着同样的文化历史、审美喜
好、情感共鸣。

3月 17日，《面影 2.0》在广
州大剧院首演，该戏剧由广州
大剧院“周一星剧场”携手青年
编舞艺术家肖智仁联合制作。

当舞者缓缓步入舞台，一
场“异世界漫游”开始了。剧中
充满新意与视觉冲击的面具与
面具之下更为专注的肢体表
达，以及舞者们“出声却失声”
的呓语，暗合了老年群体所面
临的困境，让现场的观众纷纷
表示感受到了直戳心底的感动
与惊喜。

据了解，该作品的艺术总
监、编导肖智仁来自江西。“整
部作品里有些特定的人物塑造
和情节表达，需要大量的戏剧
基础的训练。因为戴上面具之
后需要塑造角色来探索当代舞
与戏剧的融合，要花很多时间
去厘清作品的表达结构和呈现
的方向，以及肢体的意图。”肖
智仁表示。

《面影 2.0》融入了戏剧、音
乐、当代舞技术等多元艺术门
类与方式，探索肢体表达的可
能性同时也让舞者重新思考肢
体表达的意义，“之前的概念里
只要舞台上有很漂亮的肢体，
讲清楚动作产生出来的关系就

够了。”而在《面影2.0》中，舞者
通过联想、代入与感受进入人
物内心，再通过肢体创造与演
绎角色。人们日常的行为与先
锋的呈现手法擦出火花，不具
象的表达抹去了舞者作为寻常
人的身份与质感，勾起观者的
想象力以及对角色的各异理
解。

据悉，《面影 2.0》的创作全
程均采风取材于广州本土，主
创团队从“新城”到“老城”展开
观察与调研，汲取来自这座城
市的灵感，滋养这部带有城市
烙印的艺术作品。

谈起创作初衷，广州大剧
院与肖智仁希望面具肢体剧场
《面影2.0》能够成为一面镜子，
观照老年人精神世界。“他们期
待被听见、被看见”“恐慌年轻人
会离开，自己会回到孤独的状
态”“表达上的缺失，容易造成与
外界链接的割断”……在主创团
队此前的路访中，城市中的人们
对于老年人的话题给予了这样
的反馈。《面影2.0》的呈现让走
入剧场的观众重新思考衰老的
意义，带他们靠近老年人的精神
世界，并在现实生活中回馈以更
多的理解与陪伴。

3 月 18 日，电影《灌篮高
手》发布樱木花道角色海报，湘
北队大前锋登场！该片由原作
者井上雄彦亲自操刀，将于4月
20日登陆中国内地。

惊人的弹跳和超人的运动
能力，使得樱木花道成为湘北
队独一无二的秘密武器。从菜
鸟到绝杀，一头红发的樱木花
道和他的热血故事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人。

《灌篮高手》改编自同名漫
画，由漫画版作者井上雄彦担
任导演和编剧，配音包括仲村
宗悟、笠间淳、木村昴、神尾晋
一郎、三宅健太等。故事围绕
湘北高中对战山王工业的全国
大赛展开，樱木花道、流川枫、
三井寿、宫城良田、赤木刚宪等
全员回归。影片已于 2022 年
12月3日在日本上映。

《灌篮高手》系列动画在
1993年 10月首播，1996年 3月
停播，总共 101 集。据说因创
作理念的差异，井上雄彦提前

收回了动画版权，导致动画的
收官早于漫画，这也是为何动
画版的结局并非“山王之战”，
而是动画版原创的“湘北对战
翔陵联队”。如今，粉丝们终于
可以在电影版里弥补遗憾，看
到湘北队在当年未竟的“全国
大赛”中走得更远。

《面影2.0》广州大剧院首演

聚焦老年人精神世界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2023年度总票房突破150亿元
《满江红》位居第一

《灌篮高手》发布樱木花道海报

湘北队大前锋登场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据灯塔专业版，中
国内地影市 2023 年度
票房最新突破 150 亿
元（含预售）。

其中，《满江红》以
45.39 亿元位居本年度
票房榜冠军，《流浪地
球 2》以 40.15 亿元紧
随其后。在这两部跻
身“40亿元俱乐部”的
影片之后，是广东出品
的动画电影《熊出没·
伴我“熊芯”》，票房为
14.75亿元。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声
生不息·宝

岛季》唱
响台湾时代金曲

“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
的火是我的情……”随着歌手动
力火车在中国台湾日月潭唱响
一首热情的《娜鲁湾情歌》，音乐
文化交流节目《声生不息·宝岛
季》（简称《宝岛季》）与观众见面
了。

节目以台湾时代金曲为载
体，开启两岸的音乐文化交流，
唤醒观众的台湾音乐记忆。除
了在芒果TV、湖南卫视播出，节
目还将在中天亚洲台和 TVB播
出。

备受关注的歌手主持阵容在
首期节目中亮相：张信哲、那英、

杨宗纬、张韶涵等作为常驻歌手
加盟；艾怡良、陈粒、夏日入侵企
画、陈立农等一批青年歌手为观
众演绎不同年代的台湾金曲；首
期节目还特别邀请到台湾音乐
圈标志性歌手胡德夫、动力火车
在中国台湾分会场献声；另外，
串讲人柳翰雅、金曲分享人王伟
忠也作为台湾分会场嘉宾，与在
大陆的节目主持人何炅一同带
领观众开启本季宝岛音乐之旅。

观众反响方面，《宝岛季》上

线后，讨论度高企，呈现热搜霸
榜态势。连续3天占据猫眼综艺
热度榜第 1 名，领先《我们的客
栈》《五哈》《无限超越班》《种地
吧》《半熟恋人》等热门综艺。在
湖南卫视上星播出后，也揽获了
酷云、CSM 全国网、CSM 城域
网、欢网四网收视全部第一的好
成绩。

对于一档音乐综艺来说，
“能听到什么样的歌”是观众最
关心的话题之一。

去年《声生不息·港乐季》
（简称《港乐季》）播出，刮起一
阵“港风”音乐潮流。如今，在
《宝岛季》的旅程中，歌手们将与
不同年代的台湾金曲“对话”。
《宝岛季》一开场，主持人何炅便
形容首期节目是一场“跨年演唱
会”，为让观众了解有时代底蕴、
传播意义、审美价值的优秀音乐
作品，节目通过穿插于各个年代
的介绍小片，以丰富的内涵和诙
谐幽默的文风，通俗易懂地向观
众阐述各个时期台湾音乐潮流
和背后的文化渊源。

一曲耳熟能详的《橄榄树》按
下了观众们的集体记忆开关。在
台湾分会场，白发苍苍的胡德夫
坐在钢琴前，唱着“不要问我从哪
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他身后
是阳光明媚的日月潭，熟悉的旋
律和歌声流过湖光山色，穿过屏
幕流入长沙主会场的观众心中。
紧接着，歌手那英的声音响起，两
岸歌手的隔空合唱，让歌曲中所
蕴含的情感迅速攀升。

随后，杨宗纬、时代少年团
马嘉祺同台演唱罗大佑的经典
作品《恋曲 1980》，音乐跨越时
空完成了一场“对话”，几十年前

的歌曲被00后歌手唱出了新鲜
感。

歌手华晨宇现场演唱了周
杰伦创作的歌曲《一定要幸福》，
谈起周杰伦对自己的影响，他表
示学生时代每天都会去“周杰伦
中文网”听歌打卡，该站的主题
曲他至今朗朗上口，华晨宇表示

“是周杰伦让我想更认真地去创
作音乐”。

歌手那英在演唱《白天不懂
夜的黑》时，忆起自己在台湾出
道的往事，“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那一年二十多岁，在台湾录制，
很感慨”。歌手们在用音乐表达
自我的同时，也在与记忆中的自
我“对话”。通过一场场对话，跟
随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在现场观
众一次次大合唱中，无数人共同
的青春记忆被唤醒。

最终，首期“有歌之年”以
20首组曲联唱，从20世纪80年
代之前一路唱到了 21 世纪，再
重新回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另外，延续了《港乐季》每期节目
保留的大合唱环节，16 组歌手
一同登台，与来自两岸各行各业
的观众，共唱《我的未来不是
梦》，这些观众中有外卖员、医护
工作者等等，应景的歌词鼓舞了
这些在平凡岗位上追寻不平凡
梦想的普通人。

台湾曾诞生过无数家喻户晓
的金曲，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
1972年，邓丽君唱着“忧愁它围绕
着我”，歌里有说不完的“千言万
语”；1982年，罗大佑讲述了名为

“光阴”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伊
始，小虎队比着手语说爱，李宗盛
背着吉他唱起“凡人”歌；再到
2019年八三夭乐团那首席卷两岸
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2020
年坏特、曹雅雯演唱的《若是明仔
载》……随着那英、张信哲演响《恰
似你的温柔》，73首台湾音乐的影
像在《宝岛季》的舞台上一一浮现，
将时代留存的感动再现。

“学生时代赶上台湾音乐校
园民谣发展时期，几个同学、几
把吉他，互相吵着怎么唱和音声
部中度过”，回忆起与台湾的音
乐故事，张信哲如是说。对此，
艾怡良也深有同感，“每个学生
做的最认真的功课就是背周杰
伦的 Rap，一有时间就去 KTV，
点周杰伦的歌从头唱到尾。”

作为最早在台湾出道的大陆
歌手，那英回忆起在台湾制作唱
片的日子感慨万千：“我们受台
湾音乐影响特别深，它伴随了我
的青春。当时的音乐气氛和大
家的友情，还有宝贵的作品，我
还是很怀念。”

最早在大陆开演唱会的第一
代民谣歌手杨祖珺，对那个音乐
口口相传的年代记忆犹新：“我
们很幸运是唱自己的歌的这一
代，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找到自己
认同的价值。”两岸开启交流后，
大陆的 90 后成为第一批受到台
湾流行音乐冲击的人群。大陆
摇滚乐队夏日入侵企画讲道：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听台湾流
行音乐，有不少90后音乐审美的
建立，都是从那时开始。”华晨宇
也坦言：“那个时代的音乐讲求
创新，对我影响很大，促使我开
始去慢慢学习。”结合音乐人的
讲述，节目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台
湾音乐以不同姿态影响着几代
人对于音乐的看法，对于热爱的
追求。

而嘉宾中年龄最小的时代少
年团马嘉祺，聊起从小受到妈妈
耳濡目染的往事：“妈妈在做饭
的 时 候 会 放 张 信 哲 的《白 月
光》。”台湾音乐影响着不同年龄
的两岸观众，它身上的中华文化
烙印，让那些因音乐诞生的共同
记忆历久弥新。

“不管是音乐还是戏剧，我
们一定要多交流，因为我们同文
同种。”著名电视制作人、《宝岛
季》金曲分享人王伟忠说。

设置
不设淘汰环节，

街采展现青年心声

交流 以歌曲为载体，嘉宾共忆当年故事

曲目 不同年代金曲，与歌手展开“对话”

《声生不息·宝岛季》开启宝岛音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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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火车日月潭边唱《娜鲁湾情歌》

大陆摇滚乐队夏日入侵企画为观众演绎台湾金曲

台湾分会场是《宝岛季》的一大亮点

胡德夫演唱《橄榄树》唤醒观众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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