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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背景下的戏曲传承和发展
陆 英

（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广西 南宁 530001）

1 传统戏曲的历史文化承载
传统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

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各国或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戏剧作为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

杂技等多种表演因素的综合舞台呈现艺术，其承载历

史文化的功能无可替代[1]。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是
“以歌舞说故事”，从先秦的“俳优”、汉代的“百戏”、唐

代的“参军戏”、宋代的杂剧、南宋的南戏、元代的杂剧，

到清代地方戏曲，一度空前繁荣，深入千家百户。戏曲

演员集“唱、念、做、打”于一体的百般技艺，极大地满足

着群众对远离困苦生活的浪漫幻想，千百年来其受众

跨越了社会阶层，为广大百姓喜闻乐见，吸引着无数的

戏迷粉丝。甚至远在海外，许许多多远离故乡的华侨同

胞把听戏曲、看戏剧作为思念故乡的一种精神汲养，戏

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表象和符号。

那么，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最大的艺术特

性就是给观众提供了特殊“现场感”。从古至今，戏曲承

载着高台教化的功能，是在社会生产之外民众的重要

精神娱乐之一。人们走进剧场，聆听和品鉴舞台百戏，

感同身受地与戏曲角色产生共情，从而获得美好的精

神体验。在电影电视尚不发达的年代，戏曲被奉为“阳

春白雪”，与中国广大的下里巴人的生活形成反差，能

够进入剧场观看演出一度是有闲阶级的特权。直到影

视剧逐渐普及，戏曲才渐渐走向式微，然而，进入剧场

“看戏”是民众接触戏曲的重要方式，在现场近距离体

验、欣赏名家名角表演，仍被视为一种高雅的娱乐行为。

2 戏曲“上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之道
戏曲在线下的没落危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包

括戏曲在内的各类舞台表演艺术在中国遭遇了“低

谷”，一年一度的“梅花奖”评选，两年一度的“文华奖”、

中国戏剧节、国际戏剧展，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的危

机却隐含于浮华的光彩背后，那就是观众群体数量的

锐减。尤其是新时期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看来，

中国传统戏曲是旧时代的产物，是老一辈人的娱乐，跟

不上时代潮流的，毫无新意可言。导致这种尴尬的客观

原因，是因为我国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外来文化和现代新媒

体娱乐方式的冲击。美剧、韩剧、网络游戏、QQ、微信充
斥着我们的眼球。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戏曲优柔、缓慢

的美学表征，不断被各种快餐文化蚕食，戏曲剧目创作

排练演出时间长，依赖剧场导致了观众覆盖面窄、经济

效益产出效能低，其竞争力每况愈下。从主观因素来

看，政府投入不足、剧团思想观念守旧、从业队伍素质

待提高、剧场建设滞后等均对戏剧的传承造成了一定

的负面影响。这样，戏剧走向式微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随着网络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戏曲并不是唯

一受到冲击的生活方式。网络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新的生活便

利。纵观我们的四周，实体商店、银行、出租车等许多传

统行业都已经和网络亲密碰撞，网约车、拼多多以及菜

鸟驿站，都在快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传统行业

纷纷谋划新变革的现今，传统戏曲行业和网络化亲密

接触，是一种时代发展的必然。知不足而后求新变，这

本来就是一种灵活的生存思维。传统戏曲尝试走互联

网的传播道路，是戏曲新生的必然生存之道。许多传统

行业因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已经创造出了新的发展生

态，获得了重生。互联网的特征如跨界融合、创新驱动、

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和连接一切，这些都能

摘 要：中国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曾有过历史的辉煌，近年来，受
到外来文化和现代新媒体娱乐方式的冲击，戏曲走向式微，整体呈现出一种没落状态。 随着互联网科技
时代的迅疾发展，戏曲积极与现代互联网科技相结合、创新传播形式、改变宣传方式，积极走出一条创新
发展、重获新生的新途径。 基于此，本文探讨了戏曲的传承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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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传统业态提供更多的生存法则和选择通道，因此，戏

曲进入互联网，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得到更多

文化界、艺术界人士的共识共鸣。

2019年，在济南举行的第 17届齐鲁论道活动上，
一场关于“文化传承之路———戏曲与互联网的商业融

合创新”的讨论引起了戏曲界的震动，与会者就此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传统文化

环境整体良性转变，给戏曲文化生态重构与发展带来

了新的历史机遇[2]。在会上，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
究院研究员、中国文化报社原副总编辑徐世丕建议，要

把握认清“互联网+”时代戏曲文化的正向和多元价值
以及传播路径与前景，充分运用“互联网+”创新思维，
利用移动互联网、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
现实等技术以及当下流行的网络传播方式，改造、提升

并重振戏曲艺术视听精品的文化经济价值；戏剧尤其

是戏曲从业者应把握好当代中国文化消费趋势，善于

借势，发现和研究大众文化消费分众需求的短板与戏

曲优秀存量资源的长尾效应，聚焦薄弱环节，找准主攻

方向，突破资源整合瓶颈，在公益传播平台与戏曲视听

市场着力开拓戏曲与新媒体双向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构建新时代中国“戏曲+互联网”新业态，使中国戏曲有
效转化成当代中国艺术传播、人文传承、文化交流的精

品，更好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历史使命

服务[3]。与会者还提出，即使在欧美国家，现代音乐剧、
芭蕾舞剧等大殿堂级别的剧种也在推广方面极大地依

赖互联网，通过在演出官方网页上推出小视频，让观众

欣赏了解进而购票。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专家

学者则建议，文化先进省份也不能盲目地认为一线城

市的戏曲演出会比三四线城市有文化号召力，依然要

通过互联网大力做好市场培育的工作，大家均认为，戏

曲形式要创新，要多出新戏，要注重多媒体技术在舞台

设计上的应用，让戏曲与影视等其他艺术形式融合；模

式要创新，多手段并举，采用剧场、直播、植入戏曲等不

同的演出模式，加强市场推广力度，因为，从技术上来

说，科技的进步能使戏曲表演更加多样化，提高戏曲产

品的艺术魅力，更多地吸引年轻一代，积极促进青年人

观看戏曲成为新的时髦化娱乐。自然，戏曲在借助互联

网的同时，还要注意的关键一点是，处理好版权、作品

保留等问题，帮助古老艺术插上互联网之翼，实现双赢。

3 “戏曲上线”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生态的重要表征之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戏曲上线”的新生

态系统已逐渐建立起来。我们的戏剧演出，过去是现场

手工卖票，现在不仅在线下卖，也在网上卖，这是利用

“互联网+”，是“戏曲行业+互联网”。戏曲行业也在不断
地学习，希望真正地利用互联网获得新生态，努力适应

并学会运用互联网的哲学思维去指导戏剧产品或戏曲

行业做产品，改变它的产品体验，改变它看待观众的方

式，改变它跟用户受众的连接方式，改变运行模式，从

而让戏剧行业的各种资源真正重新配置，从而获得新

的可持续生存法则。

目前，“戏曲上线”之潮流势不可挡，逐渐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如下。

（1）戏曲上线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就是海量剧目被
放到网络上供观众欣赏。这就是目前的爱奇艺视频、腾

讯视频、土豆网、优酷视频所做的事。一台电脑、一个移

动终端链接起了万千观众，是简单的“戏剧+互联网”模
式。一张网、一个连接平台、亿万每天用户，剧目任你

挑、演员由你选、随时可赞可弹可发朋友圈，还可以参

与互动体验甚至成为生活必需。

（2）戏曲网站已从单纯的“宣传平台”向“连接平
台”慢慢转化。互联网从一个垂直行业进化为水平行

业，它水平地摧毁和重塑很多传统行业，其最核心本质

的力量是“连接（connection）”，即“连接一切网聚力量”。
连接是有层次的，连接性是有差异的，连接的价值是相

差很大的，一个网络的价值跟它的节点的数目是呈指

数级变化的。戏曲行业的根本改变从战略上要考虑：戏

剧产品和衍生品如何能够加入连接的网络里来，产品

如何能真正把很多人、很多企业、很多可以连接的资源

连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建一个“宣传网站”，而是要打造

一个“连接平台”。例如，建立“戏剧微信公众平台”并大

力投入经营，解决每个人与戏曲行业的连接问题。利用

手机互联网的刚需，真正把戏曲与人、跟戏曲有关的人

与人连接在一起。

2019年，广州道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济南齐鲁
论道活动上首创式提出“戏曲与互联网的商业创新模

式———打造中国戏曲第一股”的构思，其目标是打造以

戏曲为纽带的文化生态圈，在线上内容引入、分享之

外，还能够开展戏曲产品的合拍、翻新、修复、推广，以

及衍生品制作。其操作办法是以家庭大屏为重点，建设

跨屏戏曲产品生态，为用户提供戏曲文化娱乐新空间，

尝试打通戏曲产业链各环节，构建戏曲生产与消费的

商业创新模式[4]。目前，该公司基于这一构思，推出“梨
园行”戏曲文化产品，该文化产品的系统内拥有 2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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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戏曲产品资源，触屏操作简单直接，符合中老年消费

者的使用习惯，而任何戏曲社团或爱好者，还可以通过

平台上传作品进行内容分享。这个产品的推出，使得戏

曲平台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宣传性质，而是一种全新的

文化技术体验和产业生产。当然，戏曲在其中并不是唯

一的，这种体验也可以是戏曲之外的其他艺术类型，但

是有了这样的产品，使得戏曲拥有了更多接近家庭的

通道，成功地促进了戏曲文化的传承。

（3）借助互联网，戏曲从“演员-观众”的单向交流
逐渐向“戏曲-用户受众”多向辐射进行转变。

戏曲演出已经不仅仅是给人带来单纯的感官欣

赏，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大国文明的崛起思维，很多

家长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对孩子成长的熏陶作用，迫切

期望孩子多接受国学传统文化，而戏曲就成了一个较

好的切入契机。

近年来，中国大力开展戏曲进校园、戏曲进高校，

戏曲进乡村等，戏曲已经悄悄地成为不少校园的美育

选修课程之一。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戏曲教学，有些

戏曲团体已经开始制作面向不同年龄段的戏曲教学视

频，通过互联网向学生进行讲授。如，南宁市粤剧团从

2015年起在政府主导下开展了戏曲进校园活动，2020
年之后，由于新冠疫情爆发，部分戏曲老师则通过网络

向学生开展小型教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9年，
由文化部主导，在全国开展的文化共享工程戏曲动漫

栏目在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平台上线，包含了戏曲杂堂、

戏曲在线、戏曲新说三个栏目，得到了广大学子和家长

的热烈欢迎。活动通过戏曲动漫形式，将传统文化与现

代技术相结合，推出一系列动漫戏曲人物故事，既还原

了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表演精髓，也让戏曲变得更有

趣味性，激发了青少年对戏曲艺术学习和传承的热情。

（4）大型戏曲活动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展演已成
为常规演出的拓展和延伸。

随着国家倡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央

视有关传统文化的相关栏目不断获得热烈反响，如“中

华诗词大会”，“我家有个小戏迷”等，都成功引起了全

国各地群众对戏曲文化的新关注，各地的戏曲展演活

动已经不满足于在线下开展，很多剧团开始建立官网、

微信公众平台，将剧团作品、戏曲整台晚会放到网络上

供大家观看，并和其他剧团进行互动，在网络社区进行

交流互动，开展投票评比、微剧评等戏曲评论活动，建

立起蓬勃进发的网络文艺生态。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

举，尤其在 2020年新冠疫情大爆发之后，各地演出活

动时不时地按下暂停键，剧院暂停营业，大型实景演

出、“厅堂版戏曲演出”等活动受阻，网络渠道顺其自然

地成为戏曲活动的重要选项。

据统计，2020—2021年，各地戏戏曲院团涉足直播
领域，呈现雨后春笋之势。2020年 3月，上海戏曲艺术
中心首先吹响集结号，携手所属京、昆、沪、越、淮、评弹

等六大院团，推出了“艺起前行·演艺大世界云剧场”，

在 5天举行了 6场直播。其中，上海越剧院的“越赏清
音”公益演唱也在 10余个平台同步直播，短时间内吸
引了近百万点击量。期间，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

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在短视频快手平台上组织直播，

由他的弟子和“超级戏迷”线上 PK，成为戏曲演出佳
话，一时成为“流量担当”。

2021年，北京园博园启动了第一届“云端戏台等你
来”线上戏曲征集展演活动。活动以“传承优秀文化，传

唱经典戏曲”为主题，面向各大院团、大中小学及社会

戏曲社团组织开展，为广大戏曲从业者及爱好者提供一

个线上切磋戏曲艺术、交流戏曲文化的平台[5]。活动吸
引了大量业余选手或民间社团参与，在展现戏曲民间传

承力量的同时，体现出民众自觉参与的意愿，这一事件

也折射出优秀传统文化对公众的吸引力正在不断增长。

总之，互联网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传统戏

曲的传承与发展须积极依托网络优势，参与网络的智

慧融合，就必定能从竞争激烈的文化浪潮中乘势而上，

探索全新的生态途径，让自身的传承发展走出一条良

性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做

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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