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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为戏曲搭好传承舞台

　　80后陈霈然来自“黄梅之乡”安徽安庆，严凤英等黄梅戏大师皆出自那里。和前辈们

一生专注于传统戏曲舞台不同，陈霈然除了在剧场演出，还把“舞台”搬到了网上，在多

个直播平台做起了网络直播，利用新媒体传播戏曲文化。

　　近几年，越来越多像陈霈然一样的戏曲人从线下来到线上——越剧徐派传人黄燕舞、

广东西秦戏剧团团长吕维平、河北梆子梅花奖得主吴桂云等戏曲名家纷纷进入网络秀场并

圈粉无数。

　　戏曲名家变身网络主播，趣谈梨园台前幕后，弹幕刷屏随时饱览鲜活观戏体验；素妆

才罢，声韵袅袅，当红花旦亲自演示拍彩、勒头的秘密……古老的中国戏曲，如今正兴起

拥抱互联网的新热潮。

　　不久前，由中央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指导，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支持，光明网主

办、思享无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为人民抒情 追梦新舞台——2019戏曲传承

与全媒体传播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戏曲界知名演员、编剧、评论

员，高校学者，直播平台代表等嘉宾，共同就如何结合全媒体传播手段传承和弘扬中华传

统戏曲文化展开对话。

　　传统戏曲人要绷起传播这根“弦”

　　“20世纪80年代，每次我们演出前，就在报纸上登个‘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告诉观

众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戏要演。”这是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印象中的戏曲传

播。

　　进入新世纪后，媒体环境发生很大改变，但传统戏曲人似乎对传播的认识仍然止步不

前。

　　2011年4月，北方昆曲剧院出品的昆曲《红楼梦》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中央电视台戏

曲频道曾主动提出，可为演出进行现场直播。“我们在院务会上讨论半天，最后还是婉拒

了。我们当时想，要是进行直播了，谁还到剧院看我们的戏啊。”座谈会上，谈起这段往

事，曹颖有些遗憾，“错过了一次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推广昆曲的机会”。

　　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副团长李铭也有类似的感受。“我们的一些老艺术家，在思想观念

上还不够开放，总觉得自己吃苦受罪学到的 ‘绝活’不能轻易地露出去。”李铭说，

“其实，包括我们院团领导在内，过去的关注点也多放在创作上，对传播的投入非常不

够。”

　　李铭表示，前段时间宣传部门希望他们在“学习强国”平台上推送一些戏曲的素材，

如演出片段、排练花絮，“演出片段是有的，可排练花絮却很难搜集，因为我们平时排练

时，压根儿就没想过留素材，也没想过宣传报道会需要这些东西”。

　　事实表明，在全媒体时代，于戏曲传承而言，传播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媒体

的传播不仅不会对剧场观众造成分流，反而还会给剧场引流。比如，2016年的一次演出

中，知名昆曲演员魏春荣和王振义，采用了粉丝众筹的方式，通过社群、社交媒体、众筹

网站等互联网的方式推进，上线7天便成功筹得10万元，完成了对昆曲“粉丝”的精准传

播。

　　新媒体让戏曲娱乐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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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在戏曲辉煌的年代，看戏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在给民众持续带来欢乐的过程

中，戏曲也实现了自身的大众化。参加座谈会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京剧研究中心主任秦华生

认为，近几十年来，戏曲之所以逐渐萎缩，虽然跟文化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有关，但就戏曲

自身而言，娱乐性减弱，跟观众的互动也越来越少，导致了戏曲越来越曲高和寡，脱离民

众。“观众花钱买票进戏园子，首先是找乐子的，而不是花钱去接受说教的。”

　　新媒体为丰富戏曲的娱乐性，提供了手段和路径。比如，越来越多戏曲人开始在网上

直播，用全新的方式表演传统戏曲。像酷狗直播平台的主播庄妃，本是粤剧演员出身，擅

长粤剧、京剧、川剧等传统艺术，拥有超过20年的舞台表演经验。入驻酷狗直播后，庄妃

将网络直播特效与戏曲结合在一起改编莲花手舞，并在戏曲表演中穿插粤语说唱，让传统

戏曲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受到年轻观众的欢迎和追捧。

　　戏曲也开始跨界进入网游、手游，把戏曲的娱乐性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比如，武侠手

游《楚留香》携手浙江昆剧团，将昆曲戏服“穿”到了游戏中人物的身上：成年女性款式

色调温婉柔美，发饰点翠精美动人，上身后应了那句“如花美眷”；成年男性款式色调清

雅宜人，剪裁潇洒飘逸，体现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气质；而少男少女款，则运用

了武生武旦的服饰元素，勾勒出英气灵动的烂漫孩童形象。除了服装，昆曲风格的宅邸家

具等也被植入游戏中，很多从未接触过昆曲的青少年，却通过游戏认识了“木兰花·桌”

“木兰花·椅”与木质雕花屏风“锁南枝·杂”。

　　又如网络游戏《天涯明月刀》，特地为玩家开发了一个与京剧相关的版本“曲云芳

华”，让玩家可以化身为戏曲演员，穿上虚拟服装登台演唱。还有戏曲漫画《说段京剧你

听吗》《舌尖上的戏曲》等，创造了包含戏曲元素的各类皮肤、表情包，集知识性与趣味

性于一体，受到青少年的热烈追捧。

　　警惕碎片化、肤浅化、过度商业化

　　硬币有两面，事物也有双面性。新媒体在为传统戏曲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

问题。

　　目前快手上的短视频一般1到4分钟，而抖音上的短视频一般10几秒钟。中国戏曲学院

戏文系主任谢柏梁指出，利用这些短视频，戏曲中的一个片段、一个跟头、一个表情，都

能在网上获得广泛的传播，但相较于动辄一两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的一部戏而言，短视频

呈现的内容只不过是皮毛，观众很难通过几个片段获得对一部戏的完整认知。“在这种碎

片化的传播时代，如何让观众深入全面地了解我们的戏曲文化，如何实现戏曲的系统化传

承是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在谢柏梁看来，过度商业化是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目前，传统戏曲借助新媒体，

获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但不管是戏曲类App，还是戏曲类公众号，或者是与网络游戏的

结合，相关的传播活动，都需要人力、物力投入，只有获得相应的商业回报，相关的传播

才能持续下去。实践中，不少传播活动已经开始获得商业回报，但当商业回报越来越大，

“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戏曲传播的文化性、公益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难拿捏的问题，无

论如何都不能过度商业化”。

　　此外，谢柏梁指出，在全媒体时代，戏曲传播要做好对外翻译工作。“目前的戏曲翻

译基本是粗放式的，只是翻译出来，人家是不是听得懂，完全不知道。”谢柏梁建议戏曲

在对外传播中，应向武侠小说学习，把戏曲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用通俗的形式表达出

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光明日报记者 韩业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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