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3月21日开始，一张张照片在各

个戏迷群里传播：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

门口，热情的观众拿着越剧《我的大观

园》的介绍手册和周边，以大幅海报为背

景，露出灿烂笑容。来自全国各地的戏

迷用这样的方式，定格与越剧相遇这一

刻的欢喜。

这部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打造、上海

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创作、青年越剧演员

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

园》可谓当下现象级的戏曲演出曲目。目

前，4月18日—21日将在杭州剧院再度献

演的四场演出也已秒罄，今年5月将开启

的全国巡演让无数戏迷翘首以盼。

从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

的出圈到《我的大观园》的开票秒空，越剧

正为传统戏曲赢得漂亮的流量。越来越

多年轻人被古老戏曲圈粉，成为“追戏

人”。年轻人爱上戏曲看似“难以预料”，

细究起来却在情理之中。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石俊表

示，如果《红楼梦》代代都唱“天上掉下个

林妹妹”，会连老年观众都无法挽留；如果

戏曲不曾“破墙”，我们都看不到中国第一

部无声电影是京剧《定军山》；如果戏曲编

剧、导演、演员不曾自我突破“扩圈”，我们

更看不到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音乐剧

《赵氏孤儿》、越剧电影《新龙门客栈》……

中国戏曲从来就是与时代同行，与观众同

心，目前正从越剧起再次破茧重生。

在首演过后，关于《我的大观园》的小

视频作品已以百位数千位数增长，而其在

全网的浏览量和传播量截至3月底已破50

亿。在石俊看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

代，普通人也是创作者和传播者。我们面

对着未来的戏剧创作，不仅要打破院团的

创作围墙、舞台的‘第四堵墙’、剧院水晶玻

璃的门墙，更要扩展我们创作能力之圈和

观众审美接受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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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胡一峰看
来，互联网这个新舞台上的戏曲观众不仅出
现了量的增长，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些变
化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青年观众渐成主力。戏曲艺术的
传承既需要青年从业者，也需要青年观众，更
需要青年从业者和青年观众形成审美共识。

“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 11.08 亿网民中，40
岁以下的占比接近50%。在短视频平台观看
国家非遗戏剧相关视频的观众中，‘90 后’、

‘00后’观众占比超50%。这两个50%告诉我
们，青年网民正在成为听戏的主力。”或许有
人会担心习惯于在网上听戏的年轻人无法真
正领略完整的戏曲艺术，甚至因此形成了对
戏曲的片面认知。但胡一峰认为，网上的“戏
曲碎片”往往是最动听的片段，它们类似于视
听版的戏曲海报，以符合当代传播规律的方
式最大限度展现了艺术的魅力。“诚然，观众
很难通过网上的几个片段获得对一部戏乃至
于一个剧种的完整认知，但这几个片段却能
激发观众的热情，促使观众以线上或现场观
看的方式亲近更多完整的戏曲作品。来自网
络的偶然邂逅，正潜移默化地促使戏曲成为
越来越多的人稳固的文化雅好。”

其次，专业素养不断提高。胡一峰表示，
戏曲欣赏有一定的门槛。以前的戏迷是在戏
园子里“泡”出来的，如今，互联网提供了新的

“戏园子”，它不仅容量更大，而且弥补了好座

位稀缺的遗憾。在自家的大屏、小屏前，许多
观众实现了“C 位”自由。随着 5G 和云演播
技术的发展，“在线”与“在场”的距离不断缩
小。“戏曲是舞台艺术，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舞台。回顾舞台艺术发展史，舞台从来
不仅仅是艺术的被动载体，相反，舞台样态的
变迁对其承载的艺术产生着积极的能动作
用。历史行进到今天，一个新的舞台展现在
古老的戏曲面前，那就是互联网。”

最后，互动交流频繁高效。胡一峰认为，
艺术欣赏本就具有社交属性。分享听戏体
验，是戏迷交往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互
联网提供的社交便利则进一步强化了戏曲的
社群纽带作用。借助网络提供的沟通渠道，
现实人际交往的限制被打破，天南海北的戏
曲观众聚集在一起，分享观感，凝聚认同，构
成了形式多样的网络戏迷群体。“近年来，戏
曲演出开始前或结束后，演出方常会邀请观

众扫码进群或面对面建群。这样组建起来的
网络戏迷群体成为观演活动的延长线，在随
后的日子里，群内发布的剧照、更新的资讯、
群友和主创之间的交流，都在推动原本可能
短暂而脆弱的观演关系变得长久和稳固。”胡
一峰说，“同样，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一场戏曲
网络直播、一篇短小的观后感甚至一次跟帖
回复，都可能成为网络戏迷相互建立联系甚
至构建网络社群的契机。”

胡一峰认为，戏曲的网络传播搭建了新的
舞台，开辟了新的欣赏方式，从规模、结构、素养
和形态等多个维度对戏曲观众群体产生了积极
影响。从长远来看，戏曲网络传播不仅遏制了
戏曲观众流失的势头，而且为这一群体注入了
新鲜血液；不仅不会对剧场观众造成分流，反而
还会给剧场引流；不仅不会降低观众戏曲欣赏
水准，反而会让其专业素养得到提升；不仅不会
伤害观演关系，反而会让观众与演员更加亲
近。而所有这些都将从理念、创作、生态等多个
方面给戏曲传承创新带来帮助，推动戏曲艺术
更充分高效地满足当下观众的文化需求。

台上台下的青春接力，让戏曲这一传统
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在一代又一
代的戏剧人和观众的互动中延续。在大小剧
场、乡村田野间、广场上、文化中心里，虽然地
点和环境在变，但台上与台下关于大戏的双
向奔赴始终不变……也许，这就是文化传承
最美好的模样。

戏曲的生
命 力 在 于 观
众。实现传统
艺 脉 代 代 相
传，不仅需要
青 年 戏 曲 人
才，还需要让
年轻观众接纳
戏曲。正如清
代戏剧家李渔
所说，“传奇妙
在入情，亦当
与世迁移”，戏
曲艺术自身也
蕴藏着不断引
领大众审美的
创新思维。

专 家 观 点

看见了文化传承最美好的模样

“谢谢大家点赞关注！本来想挨个回复
的，但确实咱也没经历过这么多评论，回复不
过来！怠慢大家了！”成都市川剧研究院“00
后”川剧演员邓方园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一条
平时排练时的短视频竟然能引来90万的点赞
量，网友评论高达3万条。邓方园刚开始还想
逐一回复网友，但确实回复不过来。这条短
视频是邓方园排练川剧《离恨天·审》的花絮，
在视频中饰演姚安的邓方园穿着黑色T恤、短
裤，手持一把扇子，凶狠的眼神和谄媚的笑容
如变脸般自如切换。评论区的网友都不禁感
叹：“好带感，突然就理解了戏曲的魅力！”“上一
次被陈丽君拿捏，这次又被邓方园拿捏……”

去年，成都市川剧研究院时隔12年再度
开设川剧“娃娃班”，邓方园正是12年前川剧

“娃娃班”的成员，当时他只有12岁。学武功、
练唱段，在“娃娃班”，邓方园练就了一身硬本
领，主攻文武生、兼丑角，师从黄盛宣、王世泽、
晓艇。邓方园戏路很宽，擅演剧目有《放裴》
《摘红梅》《归舟》《望江亭》等。这几年，邓方园
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新，还会不定期进行直
播，与网友互动，有时他还会拉来同事一起直
播。许多年轻人成为了邓方园的粉丝，但邓方
园始终认为，吸引粉丝是为了实现让他们从

“喜欢个人”到“喜欢川剧”的转化。“在我的粉
丝群中，80%以上都是年轻人，我们经常在线上
讨论川剧技巧和剧目。”邓方园说，“短视频也
好，直播也好，其实都是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
传统戏曲的工具。有兴趣了，自然会有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看戏。”

剧场内，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二十年长演
不衰，越剧《新龙门客栈》以青春化立意和审美
风格火遍网络。剧场外，粤剧电影《白蛇传·情》
成功“破圈”，上映二十天打破戏曲电影票房纪
录；戏曲综艺《戏宇宙》提出“跟着戏曲去旅行”，
表演舞台从演播室外延至文旅一线。这些作品
的成功经验，都在于主动与年轻受众建立连接
——由青年演员演绎青年人喜欢的戏曲故事，
以契合青年一代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

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传统戏曲青年演员
都在尝试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传播戏曲经
典和文化。河南的“00后”豫剧演员聂玉芳用短
视频记录自己演出台前幕后的花絮，还会演绎
《白蛇传》《大祭桩》等经典唱段，为网友普及豫剧
知识和唱法技巧。聂玉芳感觉直播间里对豫剧
感兴趣的年轻人比例在明显增高，不少人还会私
信向她讨教有关如何进一步学习的方法与门道，
这让她对在新平台上复兴豫剧充满了信心。

邓方园认为，青年演员要利用好新的传播
媒介，让宝藏戏曲被更多人看见。“虽然不可能
通过几十秒的短视频就让大家了解一个剧目
的故事或者繁多高深的戏曲技巧，但是可以激
发更多人对传统戏曲的兴趣，这是第一步，也
是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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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川剧排练短视频
收获90万点赞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黄静枫表示，传
统戏曲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走向更广阔
的天地，拓展了戏曲的传播普及路径，
但由于新媒介传播自身存在同质化、碎
片化，以及过于追求时效性等弊端，隐
忧也在悄然浮现。

黄静枫表示，由于不受行业门槛的
限制，目前有不少非戏曲从业人员加入
到戏曲直播或短视频制作的行列中。
很多短视频的内容并不是以戏曲经典
片段为主，更多是在展现后台花絮、演
员生活、排戏练功等，偏离了戏曲艺术
的核心。他还表示，目前戏曲专业毕业
的中专、大专、本科学生，并非都能进入
省级专业院团从事表演工作，他们中的
一部分人登台演出的机会较少，通过直
播获取的打赏是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了增加账号的数据流量，这些专
业出身的主播不仅要留住戏迷，更要发
展新观众，为了照顾更多零基础观众的
口味，他们往往选取一些经典唱段或者
是戏曲中的绝活绝技（如变脸、耍牙、吐
火等）反复表演，少有装扮，并且每天要

保证一定的演出时长。与此同时，他们
还要花时间去维护和粉丝之间的关
系。“长期下去，因为得不到更多的锻
炼，尤其缺少排大戏的磨炼，这些青年
演员的专业提升会受阻。更大的危险
在于，直播带来的高收入和持续涨粉带
来的满足感，会使得一些青年演员彻底
放弃舞台而成为直播灯前的职业主播，
在名利的驱使下与艺术进阶的追求渐
行渐远，人才的流失在未来可能会影响
戏曲传承发展。”

国家一级演员、第 29 届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单雯也认为，即便互联网
浪潮让传统戏曲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与
流量，演员们也应不忘初心，持续提升
演技，精准捕捉角色情感，将戏曲功底
视为艺术的生命线。

总之，技术可以是翅膀，但飞翔的方
向永远由文化基因决定；创新可以是破
局之刃，但刀刃必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沃土。这也昭示着让戏曲更“有
戏”的推动力——新的文化活力、新的艺
术表达和传播方式，以及找到时代共鸣。

浙江越剧小百花屡屡“破圈”，固然
借助了电影《新龙门客栈》或名著《红楼
梦》这样的IP，但是其真正的创新，在于
改变了传统越剧演出形态和与观众的
互动方式。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2025）》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
络视听用户规模达到10.91亿人，短视频
用户规模达到10.4亿，连续6年领跑各类
网络视听应用。短视频时代，传播的碎
片化，可以迅速聚焦于热点话题和人
物。青年观众因为跃动的生命力和对传
播平台的熟悉产生了越来越强的表达
欲。当更多年轻人成为“追戏人”，古老
戏剧也由此有了新观众、新活力。很多

“00后”的短视频首页，被戏曲演员挑眉
杀、水袖甩出残影、戏腔变装卡点占
据。他们还积极参与戏曲作品的二次
创作，扩大其影响力。细数近年来火热
出圈的剧目，无不是经由大量观众二刷
三刷甚至N刷、同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观看体验和推荐而“火”起来的。豫剧
表演艺术家李树建曾算过一笔账——

“我演了45年戏，每年按100多场演出、
每场2000名观众算，45年就是1000多
万名观众，可我直播2个多月时间，就有
2亿多人观看，抵我演一辈子的戏。”

同时，数字技术还在不断打破舞台

边界，通过虚实融合等手法，让观众从
“看戏”变为“入戏”。比如《我的大观
园》舞台上，水袖翩跹与多媒体投影相
融，古典音乐与现代舞碰撞，既保留了
越剧的婉转韵致，又以先锋视觉语言构
建出如梦似幻的新“东方美学”。剧中
宝玉与宝钗成婚，黛玉亡魂缓缓地步入
高台离去的一幕更是被观众们赞为“中
式悲剧美学天花板级”的呈现，“看似大
喜实则大悲，我狠狠地落泪。”再比如总
台蛇年春晚舞台上，当“白娘子”赵雅芝
和“许仙”叶童合唱《青城山下白素贞》
时，比“回忆杀”更让人惊艳的，是小品

《借伞》中戏曲与喜剧的无缝融合——
一把西湖绸伞巧妙串联京剧的华美、粤
剧的婉转、川剧的幽默、越剧的深情，川
剧版《白蛇传》里《金山寺》一折的表演，
滚背、金蛇缠腰等精彩绝活，让人眼前
一亮。

2024年，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名
角DOU来了——天府戏游记》主题戏曲
直播活动,3个小时吸引了超过700万观
众观看。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
副会长池浚认为，现代技术手段催生多
维数字艺术空间，使戏曲空间与“横
屏+竖屏”媒体形成联动，打造“在线+
在地”交互式观剧时空，实现了“戏
曲+”跨界融合。

罗怀臻教授的上一部爆款
是现象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上演近千场、收获数以千万
计的票房。但他透露，自己也没
有抢到《我的大观园》门票，“我
在两位学生的指导下，提前踩准
路径，训练手速，开票时进入购
票页面，已然秒空。”

罗怀臻介绍，越剧《我的大
观园》只表现了大观园中的“青
春一族”，贾府中的长辈、奴仆、
丫鬟们，小说涉及的芸芸众生与
世相百态都被“屏蔽”。“大观园
里住着一群年轻人，我称之为

‘青春公寓’。剧作的核心是‘我
的’，这个‘我的’既是小说《红楼
梦》作者曹雪芹眼中的‘大观
园’，也是我作为《红楼梦》读者
和《我的大观园》剧作者所看到
的、体悟的‘大观园’。同时，它也
是陈丽君这一代戏曲工作者和
这一代观众精神情感世界的‘大
观园’。”

舞台上，当最后一幕雪花从
天而降，落了白茫茫一片，老了
的贾宝玉向渺茫处走去，少年贾
宝玉目送十二金钗的背影，穿过
了光阴。演员陈丽君通过宝玉
之口唱出那句“皑皑积雪下，草
木待发芽，待到雪融化，青春又
芳华”，台下无数闪烁的泪光证
明：三百年前的文学经典，通过
创新性演绎，实现了与当代青年
精神世界的深层共振。“我想我
们实现了以现代的姿态重返古
典。”罗怀臻说。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
授石俊表示，中国戏曲艺术家从
来不应该接受“保守”“传统”“程
式”这样的标签，中国戏曲历来
追求创新迭代。“1905 年第一个
站在电影摄影机前的是京剧名
伶谭鑫培。1962 年的电影版越
剧《红楼梦》打破了原有戏曲的
演出与传播，获得了相当于今天
数十亿的电影票房，更是打开了
上亿观众的心扉。”罗怀臻认为，

“伟大的经典是‘流’而非‘源’，
‘源’是经典产生的时代与社会
土壤，也是历代创作与改编者内
心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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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百花越剧院的演员在新版《梁祝》（青春版）演出后和观众互动。 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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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越剧演员陈丽君领衔主演的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可谓当下现象级的戏曲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