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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音乐演出行业全面复苏
这些音乐大事件你一定记得

音乐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2023年，音乐演出行业全面复苏。音
乐领域，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到7.26亿，
近7成网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音乐这
一消遣方式；演出领域，全国大型演唱会
一票难求，仅前三季度累计观演就达1.11
亿人次，均超过2019年全年水平。

2023年岁末，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发起，“2023名人堂年度人文榜”系列
活动正式启动，评选综艺、剧集、电影、音
乐大事件、十大图书、十大作家等年度榜
单，一起回顾2023年的文化硕果。在音
乐榜单领域，我们以封面新闻客户端数
据为依托，综合全网热搜、事件影响力等
方面，最终评选出十件2023年音乐大事
件，进入“2023名人堂年度人文榜·音乐
榜”榜单。

一起来看看，这些音乐事件，哪些是
你的年度记忆？

1
李荣浩《乌梅子酱》爆火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一
部分人甚至可能都不认识李荣浩，但应
该都听过这句歌词。这就是2023年年初
以来在全国掀起的“乌梅子酱”热。歌曲
由歌手李荣浩作词作曲演唱，在视频平
台广泛传播后，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讨
论。短视频平台依然是热歌出圈的最佳
助力。最简单的几秒歌曲，足够抓耳，当
然也最容易走入“俗”的范畴。

有人说李荣浩被《乌梅子酱》害惨
了，也有人说李荣浩因《乌梅子酱》完全
出圈。一时间，《乌梅子酱》成为全国最
热门的歌曲，也成为乐评人最“讨厌”的

歌曲。“神曲”的诞生必定经过万千人的
审视，虽然歌曲得到了歌迷和大众的传
播和认可，但不少专业乐评人都认为，李
荣浩作为有实力的华语乐坛歌手，不应
该成为“神曲”的代言人。

2
周杰伦新专辑成全球销冠

2023年3月，国际唱片工业协会发布
了一组最新的数据，宣布周杰伦发布于
2022年的音乐专辑《最伟大的作品》获
得全球最畅销专辑榜的冠军，超过了欧
美人气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周杰伦作
为华语乐坛最畅销的歌手，最新个人专
辑《最伟大的作品》是第一张进入全球
畅销专辑榜前十的华语专辑，而登上榜
首，也使周杰伦成为第一位拿下冠军的
华语歌手，可以说史无前例。数据显
示，目前该专辑依然是国内数字音乐专
辑的销量榜首。

3
“AI孙燕姿”成最忙歌手

2023年，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
成为最热门的词汇。各行业竞相与之跨
界融合，音乐领域也不例外，掀起了大众
对于AI进行创作的讨论。如果要说
2023年华语乐坛最忙的歌手，应该是

“AI孙燕姿”。自2023年4月以来，各大
视频平台上，“冷门歌手孙燕姿”不再冷，
而是忙得不行，从流行到摇滚、到乡村民
族风，没有“AI孙燕姿”驾驭不了的曲风。

热度攀升，“AI孙燕姿”成功吸引了
孙燕姿本人的注意，而她对此事的回应
文字，也被称为文娱圈最有文化的回应
典范。孙燕姿说：“在这无边无际的存在
之海中，凡事皆有可能，凡事皆无所谓，
我认为思想纯净、做自己，已然足够。”网
友评论，没想到AI出来后第一个失业的
是孙燕姿。

AI进入音乐领域，也带来了不少版
权争议。这是新兴的人工智能尝试与文
艺结合绕不开的话题。

4
“穿婚纱听演唱会”引热议

2023年5月底，“穿婚纱听演唱会”一
石激起千层浪。不少歌迷穿着婚纱去听
歌手王源的演唱会，更有粉丝自行组织
穿着婚纱在演唱会场馆门口拍摄视频，
高喊：“王源娶我。”一时间，网络议论不
停。激烈的讨论更被有心人利用，盗取

他人图片大肆造谣“女朋友穿婚纱去看
王源，已分手”。

事件发生后，同时带出了人们对“演
唱会上求婚影响他人观演”“演唱会奇装
异服”等话题的讨论。大型演唱会由于观
演人数众多，现场安全和秩序一直是大家
最关注的问题。业内开始广泛呼吁，主办
方和场地方应该尽力维持演唱会的公共
秩序，粉丝追求浪漫但也别影响他人。

5
李玟去世

2023年7月5日，一条令无数人震惊
惋惜的消息传来：歌手李玟因抑郁症于
数日前在家中轻生，经过几日抢救无效，
与世长辞。华语乐坛由此暗淡，坚强了
多年的“女战士”倒下了。李玟的荣耀不
胜枚举，出道即巅峰，也是第一位献唱奥
斯卡颁奖典礼的亚洲歌手。

就在离世前的一个月，李玟刚在线
上发行了自己的新歌《战歌》。她说：“生
活要面对很多困难和伤痛，勇敢去挑战，
去追求，你就是战士。”这也是她最后一
条微博。

华纳音乐的悼词里写道：她是华人
的骄傲，她的履历一直被所有人深深记
着，COCO李玟不仅将东方音乐和文化之
美带到全球观众的视线中，并且用歌声、舞
蹈以及正能量让大家感受到她的力量。她
的爱和光芒永远照耀我们每一个人。

6
刀郎《罗刹海市》爆火

2023年7月19日，刀郎新专辑《山歌
寥哉》正式发行，其中一首歌曲《罗刹海
市》，因其歌词直接化用《聊斋志异》中
《罗刹海市》一篇，具有极强的讽刺和象
征意义，在网络上迅速引发热议。网友
评价：“没点文化真的听不懂这首歌。”

《罗刹海市》的爆火带来大众对于音
乐文学性的思考。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如果一首歌能让人
联想到蒲松龄写聊斋的意蕴，这种深度
足以让歌曲具有话题度。更何况在歌曲
爆火的背后，还有网友们对娱乐圈陈年

“八卦”的猎奇心态，让《罗刹海市》的热
度一发不可收拾。

7
伍佰“KTV式”演唱会出圈

2023年火的演唱会很多，但火得如
此“传奇”的演唱会只有伍佰一个。他也

许是唯一一个演唱会上可以光明正大
“划水”还不被骂的歌手，去伍佰的演唱
会唱歌给伍佰听成为流行。购票群体中
95后、00后占了一半，作为“父辈歌手”的
伍佰也表示不解，然而伍佰演唱会集体
狂欢的确是当下年轻人最喜爱的解压方
式。

玩笑归玩笑，伍佰的演唱会并非完全
由观众唱，而只是一部分传唱度特别高的
歌交由观众演唱，观众也乐于为此买单。
只要他一开口，就是名场面。当伍佰已经
唱到满头大汗，当起了“指挥家”，在他

“KTV式”表演的背后，依然是不俗的实
力与对演出舞台的全身心投入。

8
大型演唱会门票“强实名”

2023年，大型演唱会实现了全面的
“强实名”管理。所谓强实名，就是购票
人与观演人必须统一且实名制。购票人
在平台购票时填写的身份信息，需与进
入场馆观演的人一致，进入场馆时，通常
会扫描身份证件以及面部识别。这样，
就能最大程度限制“黄牛”倒卖门票。

“抢票难”是2023年演唱会最值得关
注的现象之一。业内人士认为，依然存
在的“抢票难”问题是当前市场井喷和明
星效应带来的，“再加上现在跨城观演非
常频繁。以前大多数时候是本地观众在
抢，现在可能是全国人民都在抢”。

2023年6月，北京率先开始实行工作
票溯源的监管，规定工作票、内部票的数
量必须控制在总票数的10%以内，并对
票务进行登记管理，这对打着“内购”名
义来加价“代买”的黄牛来说，无疑是一
记重拳。

9
五月天“假唱”风波引整顿

2023年12月，“五月天假唱”引发全
民讨论，一位音乐博主对五月天演唱会
部分音源进行软件“鉴定”后得出：五月
天演唱会的确存在假唱成分，该视频在
网络迅速发酵。“五月天假唱”一事引起
了大家探讨：应该如何去定义大型演唱
会中的“假唱边界”，成为急需行业内外
探讨的问题。垫音是否算假唱？唱跳型
舞台又该如何保证表演效果与真唱的平
衡？更进一步而言，演唱会假唱，谁该为
观演消费者买单和赔偿？同时该事件也
带动了整个演出行业对于“假唱”现象的
整顿。

“科目三”全球流行

提到“科目三”，在过去我们会想到
驾照考试，但是在2023年的年底，“科目
三”已经成为一段“土味”舞蹈的代名
词。伴随着动感有节奏的音乐，人们随
舞蹈扭动身体，滑步、扭胯，在青年群体
中非常受欢迎。不少明星也在社交平台
上传“科目三”翻跳视频，而“科目三”的
风也已经刮到全球。在韩国、日本，以及
欧美等国家，大家纷纷加入了“科目三”
的队伍中，创造了一种文化奇观。有人
说，“科目三”如同当年《江南style》一
样，带来了全球流行。

虽然有人说“科目三”很土味，但是
从个人娱乐发展到如今的全球共舞，“土
味”的背后或许体现的，正是人们最需要
的快乐和解压。不少人认为，年轻人在
简单的音乐节奏和舞蹈节拍中找到了鼓
舞和乐观的情绪价值。

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成全球最畅销专辑。图据QQ音乐专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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