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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指文化生存发展的状态，是
一个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概念。

“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的概念主
要源于“生态学”一词，由德国生物学家 E.H.
海克尔首次提出，用以研究文化与整个环境
生物集的关系。1955 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首次提出“文化生
态学”的概念，专门研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
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

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
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
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
殊形貌和模式,除研究文化对于自然环境的
适应外，更主要的是研究影响文化发展的各
种复杂变量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技术、经济
体制、社会组织及社会价值观念对人的影响。

文化的自然发展形成文化生态。文化生
态关联的人文活动形成文化生态产业。在产
业化进程中，以文化联通注入合作新模式，以
文化发展创造经济新模式，以文化生态稳定
事业新模式。文化生态产业的方法践行文化
发展，在继承上传播，在交流中发展，在实践
下创新。

文化生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文化的存
在、传播、发展在资源、环境、规律下，从后端、
中端到前端的生态链矩阵化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并以文化注入的新型稳定形态行业。

文化学者认为：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
社会生活，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渐渐放弃陈旧
的、缓慢的、不符合当下节奏和审美的东西，比
如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思想观念等，包
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随
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失
传，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必然。

在高速发展的现当代社会，受信息化、全
球化和工业化的影响，许多中国特有的具有
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人文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 DNA，如果不注意保
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会成为“绝响”。文
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许多历史文化遗产
一旦毁损，传统风格一旦变异，人居环境一旦
破坏，将是人类文明的损失。从国家层面、从
文化层面来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
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王离湘认为：“文
化的传承绵延，就是一个守正创新的过程。”
因此，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势打造出新
的文化生态，对于传统戏剧的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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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与市民何以双向奔赴

新时代

当
下似乎日趋“式微”的传
统戏剧，又突然翻红了
——环境式越剧《新龙门

客栈》首次在抖音线上直播，直接
“火出了圈”，吸引了924万人次观
看，有近4000名观众发布了超过
1.4万条评论，其中还有不少网友
是第一次接触越剧，纷纷留言“看
不够！”

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一台
好戏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等
单位联合出品的新国风·环境式
越剧《新龙门客栈》在杭州蝴蝶剧
场演出不到半年，该剧已经开始

“出圈”：每周的固定演出，从最开
始80%的上座率上涨到100%，甚
至“一票难求”。网络平台上，求
票的年轻人比比皆是，一些场次
甚至上线一分钟就被抢购一空。
从5月开始，团队常常能看到不少
年轻人看完剧后在豆瓣、小红书
等社交平台发出的小视频，抖音

“越剧新龙门客栈”话题点赞播放
量达到1179.3万次⋯⋯

开票即售罄，观众中的非传
统越剧观众占70%，而且基本上是
年轻人。这在以往的越剧市场是
难以想象的。

这种出人意料而且令人难以
索解的现象，如地平线上的一道
曦光，似乎也开启了传统戏剧在
未来重续辉煌的帷幕。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戏剧应该
创造怎样的文化生态，在现代社
会生存和发展？

剧院是城市文化的窗口，也是戏剧和观众的
“家”。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剧场越来越多，硬件
越来越好，剧院管理的软件如何提升？

今年 11 月，由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主办的
“新时代剧院管理发展大会”在上海大剧院举
行。来自全国 11 个城市的 120 余位专家、剧院从
业者参与大会，探讨如何推动剧院管理的现代化
发展。会上，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首次公布《以
演出为中心——新时代高层次剧院管理模式探
索》课题研究成果，宣布在上海首推现代剧院全
环节管理维度框架模式，并发布上海大剧院艺术
中心剧院管理综合评价体系。

演艺大世界内目前共有专业剧场26个，各类
“演艺新空间”80 多个，以全市 1/5 的剧场数、1/3
的座位数，贡献了全市 1/2 的演出量。各剧场不
断加强专业性、功能性建设，并逐步形成在各领
域内的专业口碑。

拥有 106 年历史的上海大世界，自今年 3 月
份转型以来，已举行 4568 场演出，接待超过 83 万
观众，成为融合 22 个小剧场、酒吧、餐厅、咖啡馆
等业态的“演艺消费集聚区”。

明年初，首届“演艺大世界音乐剧风云榜”将
发布，这也意味着演艺大世界将成为“剧”“节”

“赛”“奖”四角俱全的上海文化品牌。
依托丰富的商旅资源优势，演艺大世界将驻

场演出融入旅游景点、商业空间和城市公共空
间，形成“演艺+”的破圈效应，加持“演艺新空
间”，打造演艺新样板。

一系列演艺新业态、文旅融合项目，让演艺
大世界真正成为有剧可看、有物可购、有景可赏、
有友可聚的活力艺街区。“所有的线下演出，严格
来说就是和剧院共同进行二度创作。”

中国国家话剧院制作人李东认为，剧院管理
涉及系统、生态，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尽管演艺
表演的形态和媒介不断发生变化，但观众对高品
质演出的需求从未改变。”

剧院的发展面临着新时代的新要求。要立
足于演艺产业链，创新“创制演”模式；也要挖掘
剧院平台复合功能，开拓社会美育新面向，呈现
人群与空间联结的新意义。

从全球视野来看，百老汇、伦敦西区通过精
细化分工、品牌化服务、演出资源联动、整合营销
体系、协同式艺术教育和观众培育机制等方式破
解难题。其中，百老汇剧院以客户需求为中心、
以戏剧创作为导向，建立了成熟的创作孵化和演
出运营机制，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数字技术助力传统戏剧迭代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
应用是当前文化领域的重要趋

势，对于传统戏剧的振兴作用
也不可忽视。

今年 9 月，2023 北京国际
设计周·台湖舞美国际论坛在
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的知名

导演与舞美专家学者共同探索
戏剧与舞美行业的未来。在论

坛上分享的数字戏剧《麦克白》，引
发行业专家对数字化时代的戏剧表
演与舞台空间的热烈探讨。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创作的、
已经在世界各地上演了数百年的

“老戏”。
作为国内首部 XR 数字戏剧，

《麦克白》通过数字技术与戏剧融合
共生，将推动戏剧的全新数字化变

革。这部数字戏剧从筹备到杀青历
时 2 年，经过了 4 次大规模的推翻重
拍，从表演形式、剧本创新、服装道
具、数字虚拟场景呈现等多个维度进
行了融合创新，经过国内戏剧界专家
学者的反复探讨与研究，终于完成该
剧的拍摄制作，重新诠释了当代戏剧
的新舞台。

XR 数字戏剧相较于传统戏剧
数字化有所不同，XR 作为数字戏剧
中的核心技术，在拍摄过程中则不受
物理空间限制，通过动态追踪系统短
时间内获取演员与虚拟场景的位置，
且实时渲染输出虚拟场景与演员真
情表演相融合的画面，更能精准捕捉
到演员的不同情绪表情和肢体张力，
演绎复杂的心理状态，为观众呈现一
场沉浸式的戏剧视觉盛宴。

数字戏剧作为艺术与科技碰撞
融合而生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将创
造出一个脱胎于传统戏剧、与现实平
行的交互空间，不仅将为观众带来全
新的审美体验，也将为舞台艺术创造
出极具想象空间的发展前景。此外，
在传统戏剧作品拍摄中，往往需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进行舞美布置
和后期制作，而 XR 虚拟技术通过虚
拟数字资产就可以创造出令人惊叹
的视觉效果，不仅大幅缩减舞美搭建
成本，还可以节约后期制作时间和费
用。通过数字技术零距离感受戏剧
的魅力，一场充满科技感、艺术感的
戏剧艺术形式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
追求。由此可见，无论是戏剧制作成
本还是舞台效果呈现，数字戏剧效果
都远胜于传统戏剧。

剧院
戏剧连接观众的“家”

戏剧发展需要
适应新的文化生态

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中的陈丽君

数字戏剧《麦克白》

川剧讲堂走进深圳华夏艺术坊

“变脸”后的锦江剧场

文/吴冬梅

聚精会神看川剧的外国游客聚精会神看川剧的外国游客

纵观近些年来戏曲“出圈”的案
例，守住传统戏曲的底色，切入当前文
娱消费的流行趋势和审美逻辑，以全
新的面貌示人，无一不是做到了这一
点。《新龙门客栈》的案例也是如此。

密码一、沉浸式体验
《新龙门客栈》尝试把“环境式戏

剧”这种新的驻演模式引入越剧这一
传统戏曲，打破了传统镜框式舞台的
表演逻辑和叙述风格。在与剧中角
色的互动交流中，观众不再只是一名

“看客”。这种时下流行的观演模式，
与沉浸式戏剧、剧本杀等戏剧新玩法
正成为时尚。

密码二、保持观众的新鲜感
《新龙门客栈》共有演员 33 人，

分为 5 组，打破了地域和院团的限
制，其中不但有来自不同地域的专业
越剧演员，还有一些面向社会招募的
民间演员。

不同的演员阵容会碰撞出什么
样的火花？给人以很强的新鲜感，让
人有兴趣“一看再看”。

在剧中扮演贾廷的 90 后人气演
员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剧院，她
说：“这样的越剧形式，对于观众是新
颖的，对于演员来说也是新颖的。”

陈丽君说，环境式越剧需要演员
拿出更自然的表演，让观众同频共振
般享受演出。“这样的演出形式包容
性更强，我们与观众的距离很近，近
到看得清演员额头的汗。”

密码三、创作团队年轻化

该剧主创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
的年轻人，如 85 后的出品人汉坤、85
后的导演陈佳玮、95后的编剧孙钰熙
和 90 后的舞美设计秦冠杰，在保留
原著剧情及气质的前提下，加入了现
代年轻人的思考，以年轻人的视角诠
释了“武侠”一词。创作团队在保留
越剧传统的同时，通过创新方式将传
统戏剧和现代元素相结合，让现代化
思维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

或许年轻人更懂年轻人。编剧
孙钰熙持续关注网友评论。“虽然形
式创新，但剧目本身还是离不开浙派
越剧特有的唱腔，年轻演员的专业演
绎，让越剧艺术更加符合时代特色。”

孙钰熙说：“戏剧从来不是一个
人的艺术，如果有可能，我甚至愿意
和观众共创剧本。”

密码四、流量营销
5 月 27 日晚，《新龙门客栈》直播

在“浙里文化圈 e 梦剧场”上线，50 个
免费在线观看席位 2 秒钟内被一抢
而空。其中，40岁以下的观众占68%，
而 8 月的抖音直播，为《新龙门客栈》
的“出圈”再添一把火。

看《新龙门客栈》的几次传播，很
好地抓住了流量营销法则。看过剧
的年轻人，告诉了身边更多的年轻
人，形成了“滚雪球”式营销。

“这个剧场就像一个越剧的实验
室，值得全国推广调研学习。”今年 7
月，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陈涌泉来到蝴蝶剧场调研

时，肯定了《新龙门客栈》的创新，希
望戏剧界能有更多这样的优秀作品，
吸引更多的青年观众和非传统戏剧
观众。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认
为，《新龙门客栈》是一次有益而创新
的尝试，不仅是对传统戏曲的继承和
发扬，也是对现代文化的一种开拓与
探索。由于它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
元素，引发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和认同，有助于年轻人更好地理解和
接受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精华元素。

陈丽君认为不同的时代对于戏
曲的形式、内容和演员演出，都有不
同的期待：“只要认真呈现精彩的、符
合时代主流的作品，创造性地发扬中
国传统文化，流量一定会来。如果我
们不去争取流量，就会把流量拱手让
给别人。”

《新龙门客栈》的成功，证明了传
统艺术诚实地寻找观众、面对时代，
才可以被热爱、能出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