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度各大榜单热门歌曲精选
《成都》 赵雷

《凉凉》 张碧晨、 杨宗纬

（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父亲写的散文诗》 李健

（原唱许飞）
《慢慢来》 路易斯·冯西、 洋基老爹

《你的身姿》 艾德·希兰

《消愁》 毛不易

《星光之城》 瑞恩·高斯林

（电影 《爱乐之城》 主题曲）
《小幸运》 田馥甄

（电影《我的少女时代》主题曲）
《绒花》 韩红

（电影 《芳华 》 片尾曲 ； 原电影
《小花》 插曲， 原唱李谷一）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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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的年度歌单里，听见谁的温暖回忆

哪位歌手的音乐让你单曲循环停不下来？ “年度听歌报告”刷屏背后———

午夜时分听了哪首歌？哪位歌手的

音乐让你单曲循环停不下来？ 2018 年

新年伊始， 网易云音乐推出的 “你的

2017 年度听歌报告”占领了朋友圈，网

友们纷纷截图，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

的音乐品位。 紧接着，另一家在线音乐

平台虾米音乐也推出 “我的 2017 音乐

之旅”，让用户假想乘坐某航班，并搭配

用户在过去一年中最爱的歌曲， 带他们

“飞过”一段旅程。社交媒体时代，得用户

者得天下。 如今每个用户心中的点滴感

受，都能成为引起群体共鸣的触发点，进
而影响转型中的网络音乐产业格局。

紧接着， 各大网站和手机 App 如

知乎 、豆瓣电影 、keep 等 ，都在近日推

出了各自的年终盘点。但音乐类刷屏最

猛烈的应属网易云，原因何在？ 或许可

以从去年 11 月中旬网易云音乐用户数

突破四亿（大约为知乎的四倍）说起，足
够多的深度用户，一方面让年终盘点更

易传播，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大量数据可

以进行挖掘和解读。让人耳目一新的年

终盘点设计也立功不少，例如这一年里

听到的最多的歌词关键词是哪个，曾经

很喜欢但现在被遗忘的歌曲，有多少天

在午夜以后依然沉浸在音乐中等等。不
难发现，这些别出心裁的统计截图是朋

友圈里分享频率最高的，因为它们承载

了每个用户的温暖回忆。

一年来的听歌“足迹”让
用户照见自己的心路历程

事实上在 2016 年底， 国际音乐流

媒体 Spotify 就以独特的角度， 完成了

一次年终盘点：“在情人节播放了 42 遍

《对不起》的用户，你到底做了什么？ ”
“在曼哈顿剧院区把《汉密尔顿》原声听

了 5376 次 的 粉丝 ， 能给我们 搞 到 票

吗？ ”这些文案都被制成了户外广告，出
现在欧美各国的巨幅广告牌上。 而这次

网易云音乐的年度听歌报告与之异曲同

工，用户除了可以查阅 2017 年的听歌总

数、听歌总时间、年度歌手、年度最爱歌

曲等，也能知晓过去一年里听过年代最

久远的歌和最小众的歌是什么，满足了

人们希望展现自己独特品味的心理。
记者注意到，除了能聆听常规歌曲

之外，网易云音乐还拥有丰富多彩的音

频内容，这也导致了不一样的“听歌”体
验。部分网友的年度报告在朋友圈里显

得不走寻常路：有学生每天都在练习英

语听力；有人从白天到黑夜都离不开郭

德纲的相声； 有用户 2017 年的年度歌

曲是游戏《欢乐斗地主》的背景音乐、电
视栏目《新闻联播》的片头曲等等。也有

网友以开玩笑的口吻，对这份年度总结

发出“质疑”的声音。比如一天里单曲循

环一首歌几百遍，很有可能是因为“我

摘下了耳机，却没有把音乐软件及时关

闭”；365 天全年都在午夜以后听歌，真

正原因在于“半夜戴耳机一不小心就睡

着了” ……而在虾米音乐的年终盘点

中，用户也能找到自己专属的音乐风格

和音乐关键词。
有专家认为，与其说是一份份听歌

榜单在刷屏，不如说是人们这一年来的

心路历程在发声。 音乐是一面镜子，照

见了人内心的变化,用户专属的听歌数

据，恰好反映了个体成长的那些最动情

或最刻骨铭心的瞬间。 同时，音乐相比

购物 、追剧等，以更有温度的方式贴近

人的心底。当用户在看待年终盘点时，多
少都会带着一点怀旧的心情， 看待自己

时的眼光也会更温柔一些。 在这个时间

点上， 越走心的内容越能引发分享，而
“午夜时分听了哪首歌”“你对这首歌最

专一”等内容，无疑戳中了人们心中最

柔软的角落。

“自带流量 ”的品牌 ，能
敏锐捕捉人们的情感需要

在眼下这个互联网时代，昙花一现

的爆品占了大多数，而那些长期“自带

流量”的品牌，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人们

在情感上的需要，并持续提供产品与服

务，从而增加用户黏性和消费频次。
如今，优质音乐平台已经演变为活

跃的音乐社区。 比如由用户创建的歌

单，其它用户可以收藏、评论和分享，好
歌单受到认可，自然会鼓励用户创建更

多歌单，形成良性循环；而评论区不仅

是用户听歌交流的平台，也成为听陌生

音乐时的一个参考标准。无论是和杭港

地铁合作的“乐评专列”，还是和某矿泉

水品牌合作的“乐瓶”，这些基于“听歌

分享感受” 的营销活动能疯狂刷屏，都
充分说明了优质“互动”在当代传播领

域的巨大影响力。
你的年度歌单， 听见谁的温暖回

忆？ 年初这份 “你的 2017 年度听歌报

告”刷屏，给了音乐人、媒体人甚至更多

行业带来了不少新鲜思考。

定义好剧的不仅是“拍什么”，
更是“传达什么”

从《琅琊榜》到《风起长林》，新剧依旧“慢热”，孔笙说———

长林王府的祠堂与旁的不同， 只供

了一个牌位 ， 且空无一字 。 祭 拜 起 身

后， 长林王萧庭生问平章与平旌两子：
“这块无字牌位乃先帝亲手所制， 赐我

长林府供奉 。 虽年年祭拜 ， 但 其 中 深

意 ， 我只在平章册立世子那年说 过 一

次， 不知你们可还记得？”
《琅琊榜之风起长林》 正在东方卫

视、 北京卫视与爱奇艺播出。 剧中这则

问题抛出时， 网上弹幕在飘， “记得记

得， 是祭奠苏先生的” “是拜先祖的”，
前作的粉丝个个掬一把泪， 就待两位公

子来个 “情景再现”。 然而， 萧平章的

朗声回答高于了预期 ， “世间 英 灵 无

数 ， 未必人人后世留名 。 此牌位 虽 无

字， 情义却在心。 但凡心中想祭之人，
或师长， 或先辈， 或故友， 或大梁战旗

下的每一个亡魂 ， 皆可进香于 此 位 之

前， 以安忧思， 以念长情。”
这是一个从 不 讳 于 谈 论 情 怀 的 团

队， 从 《琅琊榜》 到 《风起长林》， 情

怀导航 ， 热血仍殷 。 制片人侯 鸿 亮 说

过， 当年决定改编网络小说 《琅琊榜》，
看中的就是 “清明理想” 四个字； 导演

孔笙讲： “我们认真做事， 大家的情怀

是相同的。” 续集在视频网站上更新过

半， 网上有三万人打分， 平均 8.4， 虽

慢热， 虽比前作的 9.1 分有所回落， 仍

属佳作。

前作镜像 ： 看懂了长林
二公子的今生 ， 也就明白了
梅长苏的前世

在网上观看 《风起长林》 的观众有

两派 ， 一派在刷屏 “无胡歌不琅琊 ”，
另一派的代表性观点是 “续集 也 是 前

传。 看懂了长林二公子的今生， 也就明

白了梅长苏的前世”。
此番故事发 生 在 上 部 终 结 几 十 年

后， 当年的祁王遗腹子、 寄养于靖王府

的萧庭生如今是大梁的长林王。 他膝下

有两子， 世子萧平章睿智又温厚， 堪称

国之栋梁； 二公子萧平旌， 年少飞扬，
拜师于琅琊阁。 多少年来， 萧氏父子率

领长林军在边境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
被 指 “罪 在 将 来 ” ， 被 忌 惮 “权 倾 朝

野”， 长林王府在外抗强敌、 内斗奸佞

中， 倒于顷刻。 父兄连遭变故， 等待萧

平旌的将是从 “金陵城最明亮的少年”
到军中柱石的成长之路。

此时长林府， 彼时赤焰军； 等待蜕

变 的 萧 平 旌 ， 炼 狱 里 重 生 的 梅 长 苏 ；
新篇主打武将 ， 旧作文戏居多 ； 萧 氏

父 子 身 在 明 处 ， 接 二 连 三 水 来 土 掩 ，
麒麟才子掩盖风华 ， 潜心绸缪 布 局 于

微 时———这 样 看 ， 两 部 互 为 镜 像 。 风

起风停， 林帅府与长林府， 难说不是前

世今生。
若切换一种视角看， 续集又有些像

补记———同样 “功高震主”， 赤焰亡于

君主猜忌， 长林却在朝堂清明时就背负

莫须有罪名； 同样以权谋复仇， 梅长苏

为家国大义， 濮阳缨图谋私利； 同样家

世剧变， 萧景睿不改赤子之心， 萧元启

则被王权蒙了心。 前作里没写完整的朝

堂、 人心， 都在新作里补圆了。
续集难。 平心而论， 这版剧本已在

萧规曹随与另起炉灶之间找到了合适的

通 道———以 镜 像 的 远 观 来 消 解 套 路 ，
用命运的循环去抵达深结情谊的观众。
设计不可谓不精心 ， 也的确博 得 了 不

少好评。 但过于 “留痕” 的设计也恰恰

透射出续集创作的痛楚： 好剧本可遇不

可求。
导演孔笙透露， 《风起长林》 早在

2014 年就开始构思 ， 整体架构形成于

《琅琊榜》 开机前。 所以， 从电视剧拍

摄的角度 ， 并不存在趁热打铁 消 费 热

度。 不过对原作者海晏而言， 若说前一

部是在心底酝酿许久不吐不快的故事，
那里的一切人物都自然生长， 自然而然

触发观众情绪； 那么后一部难免是工整

地在 “命题” 里作文， 破空而出的情感

冲动也就缺了几分。
从不吐不快到 “命题作文”， 故事

的生命力自会随戏剧张力的衰 减 而 衰

减。 而这， 绝不是一家之惑。

观众评说 ： 好剧的生命
线最终系于创作者传达出的
内容

孔笙有个观 点 ， 如 今 的 国 产 剧 创

作， 上升是普遍曲线， “如果拿我们做

第一部时身处的大环境和现在相比， 现

在大家都在认真地拍片子”。 一番话背

后， 其实是中国剧集市场的裂变： 2015
年到 2017 年前后三年间， 优秀的现实

主义作品、 历史正剧、 网剧接连予人惊

喜， 观众的赏剧阈值已明显提高。
这样的语境里， 《琅琊榜》 系列为

何珍贵？ 导演答： “好剧的生命线既是

拍什么， 更是传达什么。 无论架空还是

历史正剧， 重要的是你传达出的是否正

能量。”
回首 《琅琊榜》， 观众念念不忘的

是那个涅磐重生的人。 他洞察朝堂冷静

睿智， 又胸怀清明一腔忠肝义胆。 这样

的梅长苏， 没有被仇恨吞噬， 即便在搅

弄风云时， 仍两全着国与家， 那些为赤

焰忠魂洗脱罪名的权谋， 归根结底也是

匡扶明君、 追求海清河宴的理想主义。
温暖又闪着光的梅长苏， 昭雪沉冤不是

尽头， 重返沙场， 护吾国江山如画才是

终极。
“热血” 二字， “风骨” 二字， 看

似无法捕捉， 却在 《琅琊榜》 里如泣如

诉。 梅长苏问靖王， 查赤焰军这事有百

害而无一利的死局， 你还做吗？ 要做。
梅长苏又问言阙 ， 侯爷你可愿 意 ？ 愿

意。 一个情深意重不外如是； 另一个明

知明日隔山岳， 仍要利剑出鞘。
“长林” 这个名字， 本就为林殊而

设。 所以 《风起长林》 真正的生命线，
是自赤焰军而下一脉所承的精神内核。
如今 28 集已过， “长林风骨” 已是全

剧主心骨。 譬如长林王府内无字牌位一

场 ， 赚得不少血脉贲张 。 譬如 瘟 疫 爆

发、 国家危难之际， 看似反派的首辅放

下诸般恩怨， 与萧平章联手护国， 他那

两拜 “谢世子” 真的可以看湿眼眶。 又

如与前作相似的生死之问 ， 《风 起 长

林》 里也有。 25 集， 濮阳缨问萧平章，
为了一个跟你并无血脉关系的毛头小子

牺牲性命， 值吗？ 他用行动作了答， 心

底一片皎洁。
27 集 ， 为救兄弟 、 救父亲 、 救国

家的萧平章魂归沙场。 后半程， 戏剧的

重任将交付等待崛起的萧平旌。 孔笙告

诉记者， 与剧中的长林二公子一样， 一

众 年 轻 演 员 也 给 出 了 蜕 变 式 的 表 现 ，
值得期待 。 至于这个团队一贯 静 水 流

深 的 表 达 是 否 适 配 如 今 的 播 出 方 式 、
收视节奏 ， 这些 顾 虑 ， 时间会给出公

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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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桃花潋滟“凉凉” “绒花”重绽芳华
盘点2017热门流行歌曲，三大现象值得注意

有人说，不管是对华语乐坛还是欧

美乐坛来说，2017 年都是小年。 虽然泰

勒·斯威夫特、艾德·希兰、李宇春、孙燕

姿等实力歌手都推出了专辑，但让人惊

喜的作品不多；罗大佑、朴树等老将沉

寂多年捧出力作，水花不大；小众音乐

人偶有优质创作，也无法形成合力强势

发声。
但这并不妨碍《凉凉》《成都》《星光

之城》等一批歌曲在街头巷尾的“单曲

循环”。 这些歌曲或因综艺选秀闯入公

众视野；或因热播影视剧而有了更高的

曝光率。 透过这些歌曲的走红路径，或
可看出时下音乐产业对影视剧和电视

综艺的依赖。

现象一： 隽永民谣成为
音乐综艺黑马

以往的音乐真人秀总是飙高音炫

技的平台， 在 2017 年却接连打捞几首

隽永恬淡的民谣作品。
首先是年初歌手赵雷凭自己早年

创作的一首《成都》一战成功。歌词没什

么雕琢的修辞或撕心裂肺的告白，只有

再平凡不过的生活白描：“分别总是在

九月/回忆 是 思 念 的 愁 /深 秋 嫩 绿 的 垂

柳/亲吻着 我 额 头 /在 那 座 阴 雨 的 小 城

里/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

你”……缓缓而朗朗上口的曲调，让平

淡本身成了迅速引发共鸣的深情。
继而是李健翻唱的许飞《父亲写的

散文诗》、刘锦泽《十点半的地铁》先后闯

入公众视野。 前者由诗歌谱曲而来：“想
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

女儿一定/会美得很惊艳”， 父亲日记里

的文字戳中无数听者的泪点； 后者生动

地刻画着深夜地铁的众生百态，“身边的

姑娘/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

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是这座城

市里陌生人留给彼此的温柔。
有人说，民谣在如今嘻哈、电子的

喧嚣中冲出重围，是观众对一味炫技的

审美疲劳。 不管是繁复的编曲配器，还
是炫目的假音花腔， 如果用力过猛，反
而凸显出旋律谱写与歌词内涵的贫瘠。
这些歌里少了些无病呻吟与愤世嫉俗，
看得到被诗意歌词包裹下的真实生活，
品得出当代都市人体会最深的幸福与

辛酸，困惑与挣扎。
好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么一

首流行歌的传唱与走红，也不在乎当时

当刻。不管是经由李健这样一把抒情好

嗓， 还是经由电视综艺这样的大众平

台，能够被拂去灰尘，重新闪耀，其过程

就给予华语乐坛一个重新审视，自我净

化的契机。

现象二： 口碑欠佳玄幻
剧专出热门古风歌

去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霸屏但

口碑平平，却留下一首古风主题曲《凉

凉》惊艳了不少听众。 即便是在海外某

视频网站，仅歌词版 MV 就有超过 600
万次观看。

仙侠网络文学在青年一代影响颇

深，这也成了滋养古风音乐的沃土。“宫
商角徵羽”的缠绵婉转在年轻人中大有

超过“哆来咪”的势头。不少网络音乐平

台甚至将其作为一种曲风，辟出专区供

用户试听。 而歌曲中“凉凉十里何时还

会春盛，又见树下一盏风存”这样的词

句， 也是出自一位普通女大学生之手。
同样，《孤芳不自赏》《青云志》《择天记》
等多部古装 IP 偶像剧主题曲、 插曲的

歌词，也都借势而红。
一首热门的古风主题歌，演唱者同

样功不可没。 有意思的是，这些热门古

风歌曲都与选秀歌手紧紧捆绑在一起，
不管是张碧晨、周深这样的选秀新鲜势

力 ，还是张靓颖 、郁可唯等早年的 “超

女”，不论是嗓音醇厚的，还是声线细腻

的， 都与古风结缘。 其中张碧晨尤甚，
《花千骨》《微微一笑很倾城》《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楚乔传》 ……出道不过三

年， 她已包揽当下几乎所有热门 IP 偶

像剧的主题曲。 早在选秀时期，就有不

少乐评人赞其是“国内乐坛久违的好声

音”，不仅音准和气息控制都十分精准，
还擅用蝶窦共鸣来雕刻又慵懒又精致

的味道，成为古风歌曲眼下的热门“代

言人”。

现象三： 浅吟低唱为银
幕佳作增色不少

过去一年，有电视剧与主题曲的口

碑两极化，也有大银幕作品与音乐的互

相成就。
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田馥甄的

一曲《小幸运》唱出青涩美好而又充满

遗憾的校园恋情。 “青春是段跌跌撞撞

的旅行 /拥有着后知后觉 的 美 丽 /来 不

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

己”，纯真简单的歌词，令人湿了眼眶。
“星光之城啊， 你是否只为我闪

耀？ ”银幕上久违的歌舞片《爱乐之城》
着实让观众惊喜了一把。如果《成都》勾
勒的是一座悠闲恬淡的城市，那么《星

光之城》为好莱坞这座星光熠熠、浮华

喧闹的小城，增添了几分浪漫与哀愁。
《芳华》尾声，演职人员名单缓缓向

上滚，韩红的歌声一出，许多观众在银幕

前停驻良久。 这熟悉的旋律，是那个年代

的见证，而“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

花开”的歌词，说的好像就是主角刘峰与

何小萍，几经时代与命运的浮沉 ，纯净

如初。 令几代网友感慨“湿了眼眶”。
这不是《绒花》第一次为影视作品

增色。 这首歌曲最早是 1979 年，陈冲、
刘晓庆、唐国强主演的电影《小花》的插

曲。李谷一深情清澈的嗓音与刘晓庆咬

牙攀登的画面， 共同定格成银幕的经

典，留在一代人心中反复回味。
好的影视主题曲当如是。不必花哨

的旋律与过分雕琢的演唱技巧，还原音

符的本来面目适时出现，便成为画面与

对白的延续，是作品主题的升华，更是

观众情感宣泄的倚傍。如果怀念青春需

要仪式，那么在“一路芬芳满山崖”的歌

曲尾声，轻拭眼角泪痕，沉默着走出影

院， 便是对过去说上一句暂时的告别，
也是对电影和音乐主创最高的敬意。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新年伊始， 以在线音乐平台网易云音乐为代表的用户年度听歌报告在朋

友圈刷屏， 这些盘点中寄寓着人们过去一年来的温暖回忆。 图/视觉中国

没有花哨的炫技与繁复的编曲， 李健对几

首民谣作品的演绎让听众感慨， 云淡风轻也依

旧动人。 （均资料图片）

赵雷用 《成都》 让民谣再度闯入公众视野。
不需要华丽的技巧， 没有情感澎湃的高潮， 缓

缓的曲调恰到好处。

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口碑欠佳 ，却留

下一首《凉凉》成不少听众“心头好”。 这其中，张碧

晨（上图）与杨宗纬醇厚细腻的演绎功不可没。

一样的制作班底， 相似的画卷。 《风起长林》 不失为用心之作。 而剧中一众

演员的演绎， 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图为该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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