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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似錦，目不
暇接，讓人流連忘
返。最近熱爆兩岸的

大陸電視劇《繁花》正是如此，引人入
勝的劇情、豪華燦爛的場景、人氣鼎盛
的演員，而且還是香港知名導演王家衛
執導的第一部電視劇，哪一個劇迷能抵
擋如此充滿噱頭和魅力的影視劇集？筆
者雖然只看了兩集，已欲罷不能，恨不
得一次看完。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台灣的
劇迷們看完《繁花》後意猶未盡，還迫
不及待地飛赴上海在《繁花》的拍攝地
打卡。此外，劇中的上海美食排骨年

糕、泡飯、油墩子、川沙雞腳爪也令島
內網友垂涎三尺，還有台灣民眾對劇中
的吳儂軟語頗為神往。一部《繁花》，
再次拉近了兩岸民眾的心靈距離。流行
文化，是兩岸民眾交流的重要橋樑。

回想起這些年來，大陸影視劇集在
台島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追劇熱。較早期
的是1999年《雍正王朝》和2001年《康
熙王朝》，後來是2011年開播的《步步驚
心》、《甄嬛傳》、2015年的《琅琊榜》，
近年則是《延禧攻略》、《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到底這些大陸電視劇在島內
有多火爆？以《甄嬛傳》為例，雖然是

十多年前的舊劇了，但去年春節島內多
家電視台仍進行重播，觀看次數高達
473萬，熱度依然不減。頗有意思的
是，《延禧攻略》的情節還成為了島內
考題。在台灣2019年大學學科能力測
試，其中語文試卷第42題是： 「純貴妃
不認為自己的 『雅』 會輸給魏瓔珞的
『俗』 ，卻又無可奈何。她發現弘曆留
在鍾粹宮的日子愈來愈少，去延禧宮的
日子愈來愈多，就好像世間一切俗人，
偶爾管弦絲竹，但多數時間還是要柴米
油鹽。」 該題指上述文字用「雅」、「俗」
作對比，同時又用 「管弦絲竹」 和 「柴

米油鹽」 作比喻來強化意思，要求考生
比對A、B、C、D、E共幾段文字，找
出有使用同樣方式的文字。

在島內受青睞的陸劇不止宮廷古裝
劇，還有以掃黑除惡為題材的反貪劇
《狂飆》、想像奇詭的科幻劇《三體》、
以現代女性為主題的都市情感劇《三十
而已》等劇集，類型豐富，製作精良。

有台灣作家曾說，這幾年大陸影響
台灣最深的事物是電視連續劇。海外媒
體也認為，台灣社會對大陸好感度增加
的原因之一是喜愛大陸的電視劇。不少
台灣民眾以前提起大陸，可能印象最深

的是 「經濟發展迅速」 ，但如今大陸不
僅 「硬實力」 雄厚，文化等 「軟實力」
對台灣社會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大。

俗話說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
西」 。早年台灣的流行歌曲、影視劇
集風靡大陸，近年則是大陸流行文化席
捲台島。這些都是兩岸幾代人的集體回
憶，正正反映了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文
化同根，在中華文化滋養下，不管是經
典音樂還是當下的流行音樂，都會引發
兩岸同胞的文化共鳴和情感共鳴。不論
民進黨當局耍什麼伎倆，都阻撓不了兩
岸文化交流、阻擋不了兩岸民眾往來。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陸劇
隔海觀瀾
朱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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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帶火了上海黃河路的各種美食，許多人專程趕
來 「打卡」 品嘗排骨年糕。 新華社

▶《繁花》劇中至真園酒家的原型位於上海市黃河路上的
苔聖園酒家，吸引了不少市民遊客前來打卡。 中新社

願兩岸共享繁花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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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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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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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宮甄嬛傳》
•該劇堪稱是 「宮鬥劇天花板」 ，自2011年
在台灣播放後，每次在島內重播，都能創下
4000多萬台幣的收入。

《琅琊榜》
•該劇由胡歌主演，劇中足智多謀的 「梅長
蘇」 一角也成了胡歌的代名詞，2015年在島
內開播後深受歡迎。有台灣網友說 「看了第
四次，還是停不下來」 。

《延禧攻略》
•2018年開播時，該劇掀起的熱潮席捲台
灣。愛奇藝統計該劇在台灣收看的用戶已達
到300萬人。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2017年7月在台灣首播以來，網絡播放量
突破400億，相當受歡迎。

《狂飆》
•2023年大陸掃黑除惡題材電視劇《狂飆》
一路火到了台灣，大批台灣觀眾紛紛表示太
好看了。

《星漢燦爛》
•大陸愛情古偶劇《星漢燦爛》2021年開
播，曾創下單日流量破3億的紀錄，在台灣也
圈粉無數。

《大宅門》
•由斯琴高娃與陳寶國兩大明星合演的《大
宅門》二十年前播出時風靡兩岸，至今仍被
台灣戲迷津津樂道。

《三十而已》
•《三十而已》2020年被Netflix中國台灣站
引進後，一舉超過其他海外劇集奪下日冠。

大公報整理

陸 劇 在島內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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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
完全打破了我對

90年代上海的既有印象。」 「質感像電
影一般，敘事節奏緊湊。」 「演員非常
好看，劇情也很流暢。」 除了台灣網友
對《繁花》討論度超高外，《繁花》在
寶島的爆火還體現於台媒，對該劇時代
背景、拍攝手法、布景道具、配音配樂
等方方面面的 「狂熱」 報道。

台灣時事評論員賴岳謙在一檔節目
中表示，《繁花》在保留傳統的同時，
加入了新文化的內容，這種張力讓觀眾
感受到當時上海的魅力。

《繁花》熱播後，另一位時事評論
員雷倩也追劇了。她認為，如今觀眾不

僅愛看古代歷史劇，還喜歡上了描繪20
世紀90年代上海的劇，在綿長的歷史文
脈中，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的國
潮和國風。

台灣《旺報》社長兼總主筆戎撫天
表示，台灣和上海之間的聯結非常深，
所以看《繁花》可以收穫很多感動。他
說，這些年來，大陸的連續劇對島內民
眾一直非常有吸引力，這背後是中華文
化的強大力量。

近幾年，台灣 「陸劇熱」 不斷，如
《甄嬛傳》、《琅琊榜》、《覺醒年
代》、《狂飆》、《三體》等，民眾關
注並喜愛的大陸劇集類型越來越多樣。

中新網

對於大陸電視劇
《繁花》在兩岸掀起

熱議，上海海峽兩岸研究會駐會副會
長顧祖華向大公報表示，因為電視劇
再現了上海改革開放初期的時代變
遷。

顧祖華表示，劇中的黃河路和國
際飯店與台胞頗有緣。在上海，1945
年重陽節，台灣板橋林家第五代林爾
嘉登上國際飯店21層，欣然作《乙酉
（1945年）重陽登春申江上二十一樓
酒家感賦》： 「老來倍愛重陽節，就
菊今情似昔不？有酒有詩高雅會，無
風無雨太平秋。暮年歷劫人尤瘦，一
字題糕句已酬。還我河山償我願，登

臨更上幾層樓。」 興奮之餘又作《乙
未（1895年）割台灣，挈眷歸原籍龍
溪，五十有餘年矣。乙酉台灣收復，
余旅滬輒思回台，未能立即成行，感
賦四絕志之》，反映了期盼台灣回歸
祖國的愛國情懷。林爾嘉的外孫女、
嚴復的孫女辜嚴倬雲女士也一直在為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奔走。

顧祖華指出，看完《繁花》的台
灣民眾也許會思考，未來是加入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共享民族復興
的榮耀，還是走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背道而馳的 「台獨」 死路？ 「兩岸統
一是歷史的必然，願兩岸民眾共享燦
爛的繁花時代。」 大公報記者張帆

滬台交流密切 引發情感共鳴
愛國情懷台媒熱議

▲《繁花》拍攝點和平飯店曾接待不少
訪滬的台灣嘉賓。

▲《繁花》主創游本昌（左）、胡歌
（中）和唐嫣在北京出席活動。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