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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
文化速递

不同世代的受众在节目中都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回忆曲”

记者：《声生不息·宝岛季》 节目最
打动您的部分是什么？

唐桦：《声生不息·宝岛季》最打动
我的是，它是一档具有极高文化含量，以
台湾音乐为内容的文化交流节目。这档文
化节目表面聊的是台湾流行音乐，透过嘉
宾的讲述和分享，句句展现的是两岸文化
的同根同源。从参演嘉宾唱的一首首歌曲
背后，观众感受的是一群人，一段历史。
节目在引言篇邀请“当事人”亲自回顾台
湾流行音乐的变迁史，探寻音乐背后的两
岸文化交流往事。当台湾“民歌运动”的
代表人物之一杨祖珺提到自己在20世纪
80年代，作为首位来大陆开演唱会的台
籍歌手，无论唱什么歌，台下都哭成一
片，那一刻演播厅内外、两岸受众的心，
都连在了一起。

《声生不息·宝岛季》节目从宝岛音
乐的“过去”一路唱到“现在”，每首歌
不是只有歌手的演绎，还有对歌曲内涵的
讲述以及每次转场中丰富的文字文案，这
些元素都在向受众展示这些优秀的音乐作
品本身有着很强的人文精神内核。比如首
期节目中，胡德夫与那英跨海合唱的《橄
榄树》，是台湾音乐大师李泰祥融合古
典、民谣与现代诗歌创作的作品，满载着
那一代台湾文人富有生命力的思索，也让
我们看到华语音乐达到过如此“以诗入
歌”又雅俗共赏的人文高度。后来罗大佑
也受其影响，尝试在做这样一种具有社会
意识的创作，将市场、声音、和民族情感
相联结，我认为这是台湾20世纪80年代

初到90年代一批音乐人基于对生命经验和
社会观察的敏锐思考，并带有中国知识分子
的文化自觉和人文关怀的艺术实践。

此外，《声生不息·宝岛季》在推广细
节方面，也独具匠心。比如在节目主海报
中，旁白选的是三金颁奖典礼司仪贾培德，
伴奏团队有被看作是台湾流行音乐基石和流
行音乐发展史见证者的倪方来老师和李琪弦
乐团，展板用的是“康熙调查局”的风格。
这些对“台湾元素”的高度还原，也证明了
台湾流行文化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两岸青年集
体记忆的宝贵价值。

唯有音乐是最合适穿透厚重的物
理、精神双重“墙”的一种交流载体

记者：您谈到《声生不息·宝岛季》因
为对“台湾元素”的高度还原，有力吸引了
岛内不同世代青年的收看兴趣。我在认识的
台湾青年中也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研，看过
这档节目的台湾青年，不仅有 80 后、90
后，还有00后。

唐桦：《声生不息·宝岛季》之所以能
吸引两岸跨世代年轻人的喜爱，本质上是因
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受众极广、覆盖面大且传
唱度高，《声生不息·宝岛季》在节目设计
上，也有意完成了跨越年代的文化整合。节
目通过对话的形式，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前
后、90年代、00年代、10年代到现在每一个
年代的宝岛金曲，不同世代的人在这档节目
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忆曲”。我也
听到一些台湾朋友的反馈，说没想到在这档
节目里，跟自己青春期的女儿找到了“共同
话题”，虽然是以“争论”的形式。

此外，这档节目使用的两岸新生代音乐
人比例也很高，马嘉祺、华晨宇、魏如萱、
坏特等，都代表着不同世代两岸流行音乐人
的创作力。不管是新老合作，还是两岸合
作，都形成了跨时空的对话，既有传承又有
创新，牢牢地吸引住跨世代观众。

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跟这几个世代
的年轻人的成长期是重叠的，大量优秀的台
湾歌手和台湾歌曲构成了他们的青春和回
忆，甚至塑造了他们对于华语音乐的审美情
趣。其间还伴随着台湾影视剧的繁荣，当熟
悉的旋律响起，屏幕上滚动着熟悉的影视剧
片段，两岸民众共同的情感成长记忆版图渐
渐铺陈开来，两岸跨世代年轻人的青春回忆
抑或是情感叙事在这一刻心意相通。这个节
目对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的回顾和探讨，展现
两岸青年在音乐表达、生活娱乐、文化创作
等方面的交流和差异，还看得到真实的台湾
民间，具有在当下两岸关系艰难时刻的突破

性属性，所以能引起两岸观众心理感知上的
强烈共鸣。

记者：能勾起两岸音乐爱好者共同记忆
的文化节目，对于增进两岸青年的国族认
同，您认为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唐桦：我受邀参加 《声生不息·宝岛
季》的首期录制，现场看到两岸的年轻人刚
来时彼此并不认识，但能迅速毫无障碍地、
纯粹地、热烈地聊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和歌
手，以歌会友、以情相交，这才是他们原本
该有的距离。节目播出之后，很多台湾青年
带着自豪、大陆青年带着向往，持续地跟我
互动。音乐可以穿越时光，穿过万水千山，
飘进每一个人的心里。新冠疫情三年两岸被
迫中断了很多交流，《声生不息·宝岛季》
首期热度最高的一首歌是 《想见你 想见
你 想见你》，也表达了两岸青年的心声，
优质的文化节目必然是吸引两岸青年的有效
途径，流行音乐也能承载实现两岸交流破冰
的目标，也唯有音乐是最合适穿透厚重的物
理、精神双重“墙”的一种交流载体。当音
乐响起，两岸青年的回忆和心都驶向同一个
地方。其次，节目展现了台湾社会的生活场
景，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电视上这些场景都
很久没被看到。比如面馆中阿桃跟王伟忠
说，她喜欢看大陆的电视剧《琅琊榜》《人
世间》；台湾普通市民合唱《我的未来不是
梦》。包括节目中所做的台湾民众街采，大
家会发现两岸“90后”年轻人最喜欢的歌
曲、最喜欢的综艺节目等，都是一样的，大
家共享一种生活。此外，通过这档节目搭起
的两岸音乐人同台合作改编和表演经典歌
曲，搭建起的两岸音乐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从音乐出发创造当下的共同记忆，实现两岸

青年在流行文化层面深度的共同经验分享，
具有创新性，也是能吸引年轻人的一方面。

当两岸音乐人携手合作、激发彼
此、共唱共鸣，由音乐搭建的心灵交流
之桥会越来越宽阔

记者：胡德夫先生在节目中说了这样一
句话，“两岸音乐人相互激荡，这座桥的面
会越来越宽，浪声会越来越大，我们就是海
洋，生生不息”。您如何理解他的这句话？

唐桦：两岸交流恰是从音乐响起的那一
刻开始的。每一次华语流行音乐的进步，从单
方面学习到相互学习再到相互促进，都离不开
两岸交流给彼此带来的影响和启发。我们看胡
德夫先生的创作，他从台湾来到大陆，去到黄
河源头采风，看到那里的孩子在唱自己创作的
歌，他被深深打动，后来他再到西双版纳，看
到那里的许多民族的同胞也在唱自己的歌，这
些情感影响到他后面的创作，他的作品也有了
更直抵人心的力量。所以我理解胡德夫先生在
节目中谈到的这句寄语，是希望两岸音乐人能
更多地相互交流，两岸文化融合发展的灿烂
曙光就是彼此共享中华文化的养料。当我们
聊宝岛音乐时，我们聊的是两岸的文化回
声，千百条江河都奔向中华文化的大海。华
语乐坛的黄金时代，也是因为两岸交流带来
的百花齐放和中华文化提供的丰沃土壤。两
岸音乐人需要携手合作和激发彼此，共唱共
鸣，融入中华文化前进的浪潮中，由音乐搭建
的心灵之桥才会越来越宽阔，才能合作创作出
越来越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实现文化生命力的
绵延不绝生生不息，让华语音乐和中华文化在
全世界掀起的浪，越来越大。

一档综艺节目打开两岸民众共同情感记忆
——对话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研究所所长唐桦

本报记者 修 菁

邀请多位台湾艺人参加的 《声生不
息·宝岛季》3月16日定档芒果TV、湖
南卫视播出，并落地中天亚洲台和香港无
线，引发了岛内外热议。

节目邀请张信哲、那英、杨宗纬、张
韶涵等担任常驻歌手，一批两岸青年歌手
以“飞行”形式参与，为观众演绎不同年
代的台湾歌曲。首期台湾分会场设在日月

潭的山水之间，两岸借助新媒体传播技术，
进行歌曲共唱和实时连线。节目还设置文化
街采环节，展现两岸青年对音乐表达、生活
娱乐、文艺创作的看法。

首期节目中，台湾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
忠作为台湾分会场的“金曲分享人”，回到
他成长的“眷村”，由一碗阳春面引出岁月
往事，讲述两岸同胞的亲缘情缘文缘，“时

间会把人分开，距离会把人分开，但很多东
西是分不开的。”他说。

台湾知名民谣歌手胡德夫也是首期节目
台湾分会场的嘉宾之一。他希望通过节目让
两岸歌手相互激荡。“这桥面会越来越宽，
浪声会越来越大，我们就是海洋，生生不
息。”他在节目中寄语说。

据节目组公布的两岸观众在线收看数

据，《声生不息·宝岛季》不只在大陆取得
收视大捷，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地区也获得不
少关注度。《声生不息·宝岛季》首期海内
外播放量破3.5亿，中天亚洲台旗下其他海
外平台触及人数超过3000万。有网友在收
看链接下留言，“《声生不息·宝岛季》的
内容制作很用心，受邀上节目的歌手不仅有
实力，也勾起大家的回忆。美好的记忆永远
抹不去，那些伴随一代人成长的好音乐、标
志性歌手也是。”

台湾中时电子报刊文认为，《声生不
息·宝岛季》系列除了再现经典旋律，也唱
响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共鸣，对于中华民族不
同地区的文化交流、情感联结起到积极推进
作用。

《声生不息》在岛内外引热议 两岸音乐人共唱时代金曲
本报记者 修菁

《寻味》在北京落幕，我从两个不同
的观赏角度看了两遍，每一次心里的感
动都是不一样的。

这台剧的舞美采用的是旋转舞台，
让整台剧呈现的年份跨度显得相当自
然，也让我感受到，大陆的舞台剧除了演
员舞台功底深厚，在舞美的设计方面也
在逐步提高。在场景构思方面，眷村的老
面馆、北京的老胡同等画面感相当鲜明，
比如眷村老面馆里那绿漆的小橱柜，记得
在台湾时，总是能从老板端出的一盘盘美
味小菜中能领会老板的心意，这些小菜有
的是大陆北方的酱牛肉，有的是四川泡菜
……小绿柜就成为我儿时的风味百宝箱，
也唤起了我在台湾年少的回忆，这也是属
于两岸共同的文化符号的分享。

两岸民心的联结，就是从一丝丝的
记忆味道里牵系起来的。很多大陆同胞
到台湾旅游，会发现台湾牛肉面遍地开
花，但实际上，农耕的宝岛早期并没有吃
牛肉的习惯，而是自大陆老兵来台以后，
200万人的风味改变了台湾本省人的饮
食习惯，也带来了很多中华美食的瑰宝。
一碗看似简单的牛肉面，里面蕴含了几
代人、很多家庭的情感。《寻味》剧中李老
爷爷一家坚持开面馆，在我理解，他和台
湾街头里的很多老店一样，坚持的并不
是单纯开店的理想，很多老店的确是在

传承对于老家的念想。眷村里听到的各
地乡音，就像这部剧呈现的一样，大家从
一开始的互不理解到守望相助，很多人
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对方的家乡，彼此却
因缘际会相守在台湾，从陌生到相依。

这台剧也唤醒了笔者对眷村的另一
些记忆。生活在这里的很多老人，并不如
剧里的李家老爷爷有生意可做，他们每
天聚在一起，吃着五湖四海的风味，心里
最终念及的还是闭上眼睛之前，可以回
到家乡看看。两岸分离很久，家乡的亲人
也许很难再见。每次老人们给来访的孩
子们夹菜，表达的就是思乡的情怀，记忆
里的味道，是一张张寄不出去的明信片，
很陈旧，但刻在心里抹不去。

看了《寻味》，笔者仿佛又回到眷村
里的那些老兵屋楼，看到了那双双思乡
而颤抖的手。那时候，年少的我不明白爷
爷们的眼泪，但现在的我，可以在《寻味》
这台剧里为老人们叹息。《寻味》里有很
多台湾人能看得懂的细节，剧本也设计
了很多可以让台湾演员发挥的空间。这
是一台让我看得“很饿”的剧，看完剧，我
想吃碗热腾腾的台湾川味牛肉面！也许，
未来有一台剧，可以实现我的这一想法？
我想那时大家又会有不一般的体验！

（作者系在京发展的台湾少数民族
演艺业者）

记忆味道牵系起来的两岸
杨品骅

《寻味》是一台两岸合作的
舞台剧，以一碗牛肉面为引，讲
述动荡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
于我而言，所谓“乡愁”是来自
爷爷奶奶、来自文艺作品，也是
来自血脉中与生俱来的印记。

《寻味》用一碗面来贯穿核
心，是聪明的。聪明在于一碗面
不仅由小见大、接地气，而且能
让最多人“感同身受”，即使在
现今的世界，异乡游子最思念
的往往还是住家饭（家常菜），
或家乡的那一口吃食。

为什么每个眷村长大的人
都对那里无限怀念？因为在眷
村，大家夜不闭户：高阶的军官
大门常闭，只在年节或是贵客
临门才开，但后门全年推门就
进，最多晚上睡觉在纱窗门挂
个小钩，以免风吹直响；低阶军
官以下，基本上大门就没关过，
甚至有人家干脆拆了好进脚踏
车、摩托车。如果你到眷村做
客，忽然前门进来个人，谁也没
理，又从后门出去了，别大惊小
怪，就是图个省事，从你家路过
罢了。村子里，谁家妈妈不在、

出去办事，甭挂记孩子吃饭、没
人照顾，起码有个十家八家可
以进去就吃，吃完就走。

眷村里，碗橱里的餐具通常
五颜六色，因为谁也不能完全记
得该还给谁家，做了拿手菜，总
得用自家盘子装了，让小孩给几
家邻居送去，日子一久，谁家都
有谁家的碗盘。无怀氏之民欤？
葛天氏之民欤？眷村就是一个

“小中国”，哪儿地的人、哪儿的
口音都有，随时五六种方言夹杂
着一起聊天、吵架，好不热闹。

总的来说，《寻味》的题材
是身为“眷村三代”的我亲切且
喜欢的，演员的演技也是全员
在线。京剧世家出身的李志希
先生，我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
他说话就是这么好听，帅气依
旧。一人分饰五个角色的林芷
绫，是我们“相声天团”培训出
来的新生代。不论外在的两岸
关系如何，在两岸文艺界内部，
我们看到《寻味》这样一部“喜
剧”，总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作者系在大陆发展的台
湾青年文艺工作者）

两岸携手出品一部“喜剧”，
总是让人欣慰的

姬天语

3月 26日，
两岸题材舞台
剧 《寻味》 在
京 落 下 帷 幕 。
作为首届“大
戏看北京”展
演 季 剧 目 之
一，《寻味》精
巧的场景、细
腻的情感、娓
娓道来的故事
为两岸观众献
上了一曲岁月
之歌，个体家
族命运随着两
岸历史的交织
沉浮，很多两
岸家庭中的悲
欢离合群像在
舞台上缓缓展
开。本刊也邀
约了两位在京
发展的台湾青
年，分享他们
视角中的观后
感。

台青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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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的歌声》
商成勇

歌声阵阵献向天穹
祈福身边的酋长日月长长
稻谷仓囤把幸福堆满
海岸山脉的流苏云醉入畅享

歌声自神山的脊梁赤诚滑落
唤醒季节膜拜图腾
大场院集结盛装与笑脸
一起接龙吉祥荣光

歌声的叙事不缓不歇
曲折与婉转交织回荡
酒魂这时蹦出酿缸
助兴和感恩倾情豪放

歌声的赞美意蕴很是直接
古老的语汇牵手现代
七八十岁的阿郎哥记不住新词
囫囵吞枣着就招手解围的姑娘

歌声裹住青春阿郎最感合体
一阵紧似一阵纵浪起伏
海风叹羡着襄助兴致
没过脚踝的海岸花摇曳芬芳
……

《樱花季的阳明山》
商成勇

不只是少男少女陶醉其间
不只是耄耋童稚情致高耸
阳明山山势跌宕已无所谓
循溪水流淌的鸟语很脆
人溶入水中
碎成了琉璃剔透的春
文化大学的路就在山上
她宽阔地容纳下自然的花焰
满中央山脉蹿烧
雍容华贵的世界
在此缤纷盛行
顶峰原属于来结缘的所有生命
而和平的鸽笛
无问西东……

《雨的太鲁阁》
商成勇

银丝抖雾摇醒了春山
奇伟云河缠住景深
一双游走飘忽的眸子
细细找寻
天峰塔与祥德寺里
蚁族的奋斗羡煞了蜈蚣

碑铭象形一群美人鱼
挠钩钩拽扯了山的心
泰雅人的面庞有童话与月亮
挂于树梢的鹊窝也飞入画布
歌舞蒸腾在慈母亭椼梁斗拱
擦亮草粿迎候蓝鹊

青果果提早炫耀欢乐
雨的温柔抚慰甜蜜
拥挤的阵仗一齐向第四季狂奔
冰河隧洞里藏着觅山椒鱼的鹰
此刻的伞河
倒淌入立雾溪深深的潭渊

蓬勃的大理石双臂太长
揽起的月亮又从脚下滑脱
清凌凌的水花花列队而去
柔情的和音助长春梦
明天太阳从合欢山出来
天地的门缝挤出谁的笑脸
……

（作者单位：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着家居中式长服，以示亲爱尊敬；吟唱诗经《蓼
莪》，以表永怀祖德。既思又慕又亲，氛围柔和温
暖。4月5日，北京市海淀区台办、海淀台湾青年驿
站邀请两岸青年，在四海孔子书院举办两岸祭祖典
礼，激发两岸同胞“慎终追远，敬祖爱乡”的深切情
怀，探寻共同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习俗。

祭祀典礼的流程主要分为三大块：迎神、祭拜、
送神。其中祭拜环节特别设置了主献官和其他献官，分
别有上香、献爵、献花、献果、献贡、献灯等环节。

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表示，请台青参与祭
祀祖先，永怀祖德，就是让我们共同铭记要做中国
人。他说，观察马英九先生回乡祭祖，祖坟前念祭
文，言及祖训以至于数度哽咽，甚是感人。“清明时
节，书院举办清明祭祖典礼不仅是单纯的祭祀祖先，更
是提振作为中国人内心的天地信仰。书院的祭祖典礼设
在书院同园论语堂，制作华夏祖先牌位，中间设天地君
亲师位，表达对天地、国家、祖先、先师的缅怀。”

参与活动的台湾青年表示，两岸青年共同祭祖，
是温暖亲情，是追思亲人，是倾慕祖先，“两岸共同血
脉，今天共同祭祖，就是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铭记
共同历史，共建共同精神家园与良风美俗。” （高杨）

北京举办两岸青年共同祭祖活动

诗画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