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1　戏剧文化传播意义

我国戏曲的类型很多，分为戏曲、话剧、歌、舞

剧等。这其中，话剧是一种以对话为主的戏剧，它的

特色是声乐与器乐的结合；而舞剧又是一种融合了舞道

和戏剧的艺术；戏曲是中国传统的一种艺术，它的种类

繁多，如京剧、豫剧、黄梅戏、秦腔等，不仅对演员的

要求和表现有一定的要求，而且还包括文学、杂技等，

使得演员的表现更加困难，表现出各种特色。而我国

的戏曲，也是按照各个民族的地域特点，发展出了 300

余种不同的剧种，足见我们的戏剧文化是多么的博大

精深。从内外两个角度来看，我国戏剧文化传播具有

如下意义：

对内，戏剧文化的传播有助于青年一代更好地继承

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国家一向提倡传统文化的复

兴，而戏剧文化则是我们国家传统的音乐、服饰、美术、

文学、舞蹈、甚至礼节的结合体，而表演艺术，则是最

能吸引现代人的，最容易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

精髓。戏剧文化的传播，既是一种文化的复兴，也是一

种对我们国家文化的一种态度，更是增强民族自信的一

种途径，因此，必须要强化戏剧文化传播，让新生力量

更好地承担起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传承任务。

对外，中国戏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

国文化交流的无形力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融合”

和“互异”并存，使世界各地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流动，

呈现出一种“文化全球化”的态势。同时，在某种意义

上，文化也是一个民族整体实力的体现。在当今的国际

形势下，各国都在注重文化交流，欧美的强势进入，对

我们的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西方文化的输入给我

们的民族自信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

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国家的戏剧是中

国特有的文化的代表，它能够将自己国家的文化特征完

美地传递到世界各地，并逐步将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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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在国外，从而提高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对中国进行

文化外交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　中国戏剧文化传播面临的问题

2.1 观众群体失衡且老年化，戏剧缺乏推广

观众是决定戏剧生存的关键。在古代，人们的日常

生活很单一，以戏剧为主要的消遣与艺术享受，而当今

社会却是多元化的。由于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竞争和相

互影响，加上外来文化的强力渗透，使得青年人对戏剧

文化尤其是戏曲产生了陌生的认识，缺乏对戏曲艺术的

鉴赏。观众群体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戏剧是我们民族

的传统文化，由于缺乏对戏剧的宣传与推广，对我们今

后的戏剧受众群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了我国优秀

的戏剧文化难以传承发展。

2.2 传统戏剧文化的普及度欠缺

由于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对传统戏剧文化的介绍较

少，致使许多学生对中国戏剧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

视，所知甚少，只有寥寥几个剧目，戏剧文化在国内的

普及程度还很低。在许多学校里，戏剧知识只是一种课

外的艺术特长，能否学习这门艺术形式还是取决于自己

家乡的选择。在我国现阶段，对学生戏剧文化的缺乏培

养，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有所不足。在大学教育体系中，

戏剧知识课程也只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

2.3 对外传播缺乏针对性

目前，戏剧在国外的传播，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

在舞台上，都会选用较为经典的剧目。这些经典作品要

么是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要么是从

我们国家的某些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很有我们自己

的文化背景。在外国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受众不了解戏

剧的文化背景，难以了解戏剧的内涵，因此，对本土戏

剧的海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3　以新媒体推动中国戏剧文化传播的策略

3.1 提高传播效率，丰富传播形式

将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与新媒体平台结合起来，不

仅可以丰富传播形式和内容，还能让不同地区、不同剧

种之间实现快速、及时的沟通与交流，进一步提高戏剧

文化的传播效率。同时，一些戏剧研究机构、演艺团队

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及时向受众传

播和发布戏剧信息，有针对性地采纳一些年轻受众群的

意见，更好地引导和培养年轻受众群，提高他们对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的欣赏能力。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

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也越来越便捷，因而可以建立

关于中国戏剧艺术的门户网站，开发智能终端应用软件，

依托新媒体技术搭建易于整理、翻译、保存、传播的数

字化戏剧平台，多维度展示中国传统戏剧艺术。

3.2 提升我国戏剧文化的教育水平

在素质教育改革的今天，戏剧文化作为中国优秀文

化的一部分，应该在教育体系中加强对戏剧文化的教育，

逐步提升戏剧文化知识在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使得学生

能够认识到戏剧文化的重要性，并且这种戏剧知识应该

覆盖到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从小学时期培养学生的兴

趣爱好，讲解戏剧文化的内涵，提升他们的艺术审美能

力，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种

非常好的传承。戏剧文化和教育体系有机结合，能够促

使戏剧文化更加深入的发展，学校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

活动，比如说戏剧表演竞赛和戏剧知识演讲比赛等内容，

吸引学生对传统戏剧文化的爱好和兴趣。

3.3 在海外做到针对性宣传，了解当地群众喜好

我国在海外演出和宣传戏剧方面的人员不仅能够对

自己表演的剧作能够完整的呈现，还能够对当地的观众

做好喜好调查和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调查，如此，我国

戏剧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才能够具有针对性，也更能满足

当地观众的品味。

3.4 建立中国戏剧文化音频门户网站

新媒体时代，应以新媒体技术为依托，充分利用新

媒体的优势和特点，如建立完善的中国戏剧文化音频门

户网站、智能应用软件，搭建有利于整理、保存、翻译

中国戏剧文化的数字化平台，对中国的戏剧进行立体式、

多维度的展示与创作。在传播过程中，依托新媒体技术

推动中国戏剧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3.5 传统戏剧文化的传播渠道转型

如表 1 所示，均是近年来新媒体平台中较为活跃的

戏剧传播案例。

表1　融媒体传播平台中的代表性戏剧

以抖音 APP《2019 抖音数据报告》发布数据显示，

1372 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中的 1275 个在该平台内“上

线 ”， 占 比 约 93%， 该 年 度 被 点 赞 多 达 33.3 亿 次； 在

《2020 抖音数据报告》中有超过 5000 名手艺人在平台中

“上线”，其中不乏非遗手艺人。有学者评论“抖音平

台（已）成为弘扬国粹、传播戏曲艺术的新阵地”。据调

查，抖音用户年龄层分布从 60 后到 10 后，传者与受众范

围均极为庞大。传统戏剧文化以此媒介传播打破了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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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表演的时空限制，也突破了原本戏剧传播通过广播

电视传播的单一路径，为传统戏剧文化注入了顺应时代

精神的新鲜血液，也让很多原本被掩盖在尘埃下的“过

气艺术”以及面临消失危险的非遗类传统文化重新绽放

出了新生的光彩。

3.6 传统戏剧文化的跨界融合

①戏剧界 + 游戏界的融合

例如，火爆手游《王者荣耀》中大多英雄人物的设

定都是以历史人物为原型，将传统文化融汇到游戏中，

在设计游戏时有很多英雄的皮肤都加入了中国戏剧文化

元素。如，《王者荣耀》中的为英雄人物甄姬设计的一款

名为游园惊梦的皮肤体现了昆曲的独有柔和之美，其皮

肤配音出自昆曲《牡丹亭·游园》一折。为游戏中英雄人

物上官婉儿设计的名为梁祝的皮肤，其游戏台词由茅威

涛老师配音，“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等越剧唱腔体现了越剧唱腔华丽而婉转委婉缠绵的

特点，让人印象深刻，能够有效地引起游戏玩家们对中

国戏曲台词的兴趣，进而萌生了解传统戏剧的念头。

再比如，在桌游设计中融入传统戏剧文化。桌游兴

起于西方国家，且已风靡多年，市场上最火热的《三国

杀》就属于桌游。将中国传统戏剧的文化融合到桌面游

戏设计中，将中国戏剧的传统、经典、美丽的戏剧文化

向更时尚、更亲民、更有机的方向发展，拉近传统戏剧

文化与民众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通过对中

国传统戏剧文化与桌游设计相结合的可行性分析，笔者

尝试着总结出一套适应于中国传统戏剧文化主题的桌游

设计方法。

首先，确定好主题，选定好故事的内容，抽取故事

的结构，例如，剧中的人物行走路线、经典故事情节、

触发事件的转折、剧情的引子和每个关卡的选取等等。

就拿《西游记》来说吧，这条路就是去西方取经。有很

多经典的故事剧情，比如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大

闹天宫等等。事件的发生机制可以是因为有了新的妖怪，

也可以是因为火焰山的阻挠，转折点可以是因为孙悟空

勇敢地去救下了师父，或者是因为师父对孙悟空产生了

误解。他们所遇到的九九八十一难，正好可以用在游戏

的关卡上去设计。

基于主题的背景，决定参与者的互动方式，包括对

抗、单方或协作和其他互动方式。就拿《西游记》来说，

设计者最喜欢的就是战斗和合作，四个人对付妖魔鬼怪，

师徒四人之间的合作。

在对于人数、难度、胜利方式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控

制，都要有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在桌游设计中，游戏

的机制设计是非常关键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决定

了该游戏的好玩程度。这款游戏必须要容易理解，而且

必须要有一定的逻辑性，这样才能让玩家有更好的策略

感，并且还要让玩家在感受各个主题游戏的时候，能够

更好的和其他玩家、游戏本身以及戏剧文化产生互动。

②戏剧界 + 音乐界的融合

戏剧的曲与现代音乐本身就有异曲同工之妙，近年

来戏剧与音乐的跨界合作精彩纷呈，如，歌手周深与越

剧艺术家茅威涛老师精彩改编合唱《相思》，将越剧元

素加入歌曲创作给人以听觉盛宴之感。脍炙人口的李玉

刚的《新贵妃醉酒》、李玟的《刀马旦》、马天宇的《青

衣》、后弦的《西厢》、王力宏的《在梅边》等等，将传

统戏曲艺术与现代音乐文化相融合产生的艺术作品令人

印象深刻，这不单单是传统戏剧文化的传承，也为音乐

界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

③戏剧界 + 综艺界的融合

近年来，不少戏剧表演者在各类融媒体平台上“出

圈”，例如，在央视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里，戏剧

表演者们通过把握表演上的尺度将百分之四十的戏剧化

表演融合百分之六十的影视化表演，呈现出了口碑绝佳

的电视综艺节目，这种不同于传统的戏剧舞台现场表演，

吸引了众多电视观众的关注，也让人们领略到了传统戏

剧文化的精髓所在。

中国戏剧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不仅仅是一种文化

复兴，更是对我国文化的自信。在历史的漫长发展中，

中国传统文化因其深厚的内涵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成

为世界多元文化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现代社会，

我们不仅仅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更要对其进行转换，

具有创造性的，才能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更好地

发挥着它的价值。

4　结语

随着近年来的全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文艺生活已

经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城市发

展是否符合现代化文明也需要用文化氛围进行衡量。这

种情况下要想更好的促进戏剧的对外传播，不仅需要抓

住戏剧的共性发展，同时还需要在进行戏剧产业管理的

时候，从资本运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借鉴国外的经验，

这样就能更好的促进中国形态特色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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