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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月 "# 日 《京剧：百年沧桑从头阅》
为开篇，海外版文艺部推出的“中国戏剧系
列”以每周一期的频率稳定上版， 《美丽如
水的越剧》、 《昆曲：闻弦歌而知雅意》、
《反映平民现实生活的评剧》，今天的 "$版是
关于黄梅戏的新章。

虽然“中国戏剧系列”刚推出近半，但反响
良好，中国文明网、新华网、凤凰网、人民网、网
易、搜狐网、中国经济网、中国网、中国民族宗
教网、戏文网、文化部文化传通网、艺术中国
网、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网、中国戏剧网、国
学网、求是理论网、中国社会科学网、星岛环球
网、日本新华侨网、香港和谐新声网、中国艺购
网、华夏经纬网、%"&'网等网站以及中国京
剧网、中国评剧网等专业网站均做了转载。

为什么不以“十大”命名

最早的创意，来自不久前刚刚退休的海
外版原编委沈兴耕，在总编辑和编委会对这
一大型文化选题表示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之后，

他又召集文艺部同仁沟通策划，并提
出要求。

考虑到读者的层面和普及的目
的，他基本否定了约请专家写
作的设想，提出尽量由部里
同事自己完成———以新闻由
头作为引子和切入点，沿历

史脉络用鲜活的语
言和独特的
视角进行梳
理，有故事，
有观点，提

炼出各

剧种中最有看点、最有可读性的特点，让读
者能够由点及面，跟随重温戏剧的辉煌。

对这一系列介绍，我们本来是想以“中
国十大戏剧”命名的，但中国尚存的戏曲种
类尚有 $## 余种，影响力比较大的也有二三
十种，但具体哪 "#种可以排在最前面，即便
如文化部，也没有给出权威的说法。所以我
们最后选取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
剧、评剧、吕剧、沪剧、川剧、秦腔，暂且
作为中国戏剧的代表，但只以“中国戏剧”
冠名，算是我们对中国戏剧整体梳理的先导。

一次很好的学习

文艺部最突出的特点是老老少少的美女
多，除主任梁永琳外，下面的 ! 位编辑和 "

位办公室主任全是女性。
任务布置到人之后，文艺部的同事普遍

陷入了焦灼和狂热。因为 ! 位编辑都没有跑
过戏剧口，对传统戏剧仅有片面的感性认识，
而且每个人都要在不耽误常规性采访、编辑
的前提下进行写作，压力很大。

买书、通过互联网了解、读论文、向专
家讨教……越大的剧种历史就越悠久、材料
就越多。如何最大限度地掌握知识，又怎样
从几十万字的素材中抽取出最精华、最重要
的部分，用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加以串联，这
个难题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

虽然写完后筋疲力竭如同打了一场大仗，
而且文章中难免也有所缺憾，但同时又感觉
到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美丽如水的越剧》一文得到了中国戏曲

学会副会长龚和德的肯定。
《昆曲：闻弦歌而知雅意》在微信朋友圈

被大量转发，朋友们称赞是“美文”，“可读
性强”，“版面漂亮”。著名京剧研究专家和
宝堂对此文进行了仔细审读，提出了多处修
改意见，并推荐昆曲演员和研究专家刘静指

点细节问题。和宝堂见到当日版面后表
示满意，称赞“不错”……
《京剧：百年沧桑从头阅》

见报后，不止一位报

社同仁表示从头读到尾，有的还读了不止一
遍。海外读者史琪在 ()*+,-中说：“你的京
剧版让我醒悟综述难搞，因为涉及‘文革’
和高层 .#年的政治方针。你处理得体，图也
到位，文字精炼，用足功夫。不知领导哪里
来的灵感？这是个不错的范畴。不过受众总
要中年以上。”

我们的戏剧 我们的文化

中国戏剧从宋元至今已绵延上千年，与
古希腊的悲喜剧、印度梵剧合称世界三大古
老戏剧，并且是唯一没有中断发展的戏剧形
态。它相当于西方的将歌剧、舞剧和话剧融
为一体的舞台剧，并对演员提出了非常高的
要求———声乐能力要与歌剧演员媲美；形体
表现力堪比舞剧演员；声音表现力与话剧演
员齐肩。多少年来，中国戏剧既是统治阶层
高台教化的手段，也是黎民百姓的重要娱乐
方式。有时繁华似锦，有时又陷入低迷，但
一直陪着中国的百姓歌哭。它植根于中国传
统文化，也将政治文化传统中诸如儒家伦理、
忠义精神、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民
间的风俗习惯、服饰礼仪等像密码一样保存
在自己的肌体里。可想而知，我们的戏剧是
多么珍贵且值得骄傲。

如今的文化市场中，中国传统戏剧的声
音越来越弱，观众流失，剧团难以为继，优秀演
员青黄不接……在这个岔路口上，我们该怎样
认识我们的戏剧传统？除文化遗存之外，戏剧
传统的其他现实价值何在？之后的路该怎么
走？是原汁原味地保存，还是适应现实不断改
变？

我们推出“中国戏剧系列”专版，就是
想和读者一起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文化，珍惜
我们共同拥有的财富，一同为中国戏剧的未
来出力。

闻弦歌而知雅意
阅沧桑以创未来

———本报“中国戏剧系列”专版风靡新媒体
本报记者 张稚丹

《成思危的三次人生转折》一文于 /月 %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名流版刊出，
文章在发表的同时配有二维码标识，扫描后即可打开同日在海外网上线的本报记者
专访成思危的视频。稿件和视频的同时推出，是本报与新媒体融合、向全媒体业态
发展的全新举措。因为文字终究很难事无巨细地叙述出成思危回答本报记者采访时
的场景，视频则不同，能够全面地还原采访的全过程。
《名流》版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经典版面，该版以追踪名人动态、讲述名人故

事为主要内容，注重新闻性、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因此，文章经常
被大量转载。该版主编刘泉策划了采访成思危的选题后，我们马上与有关
方面进行联络，本以为前期的联系工作并不一定会那么轻松，然而却得到
了非常及时且肯定的答复。随后，我们进行了紧张的前期准备工
作。

我们几位记者，除了一位出生于上世纪 !#年代，其余几人
则都踩着“/#后”的尾巴，而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德高望重的成

思危先生。成思危，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建中央前主席，“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单单是其中任何
一个头衔便已经有了足够的分量，更不必说成思危集上述
于一身；更可贵的是在 "01/年，年仅 ".岁的成思危“毅然决然
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开始
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对于这次专访，我们高度重视，希望能够有所突破。我们先是在
网上检索了相关资料，通过深入研读，终于对成思危的人生旅程有了
比较详细的了解。接下来工作就相对比较轻松了，草拟采访提纲、协
调采访时间、同新媒体部同事预约摄像的使用。

!月 "/日 "1时，来自记者部、总编室、新媒体部 $个不同部门的 1

位记者在海外版办公楼大厅作了集结，准备出发。"1时 1#分，我们到达了约
好的采访地点。当是时，成思危还在会客。稍作了一些等待，我们终于同成先
生见面了———朴素的穿着，却精神矍铄，没有架子，就像和蔼可亲的爷爷一
样。在采访过程中，成思危详尽地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了回答，甚至对我们即兴想到
的一些问题，他也尽可能作了回答。原定 1#分钟的采访，延长到了一个小时。

采访归来，我们一起讨论了稿子的角度、结构，对稿子进行了反复修改，力求能够出新
出彩；成稿后，刘泉又对文章再次润色、修改、提炼主题；随后，新媒体部的记者邹雅婷又
主动联系版面，为文章制作了二维码，在海外网上于文章见报当日同步发布视频……

拿着新出版的报纸，看着海外网上的专访视频，我们依然沉浸在成思危对人生经历的叙述中，感受着
贯穿他一生的报国热诚。成思危的人生信条“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仍令我
们感动。对我们一行几位年轻记者而言，此次采访，不仅仅是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报网互动的一次成功
尝试，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一次报网互动的新鲜尝试
———记《成思危的三次人生转折》采写过程

本报记者 叶晓楠 石 畅

凤凰网：
回马枪杀出的大清新

本报记者 罗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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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毒奶粉风波

王林被控重婚罪

世锦赛孙杨获三金

奶企因价格垄断被罚

李家律师称遭威胁

中国梦广告亮相

小贩装死示威城管

谢霆锋周迅传绯闻

官方回应单独二胎

中秋国庆请假攻略

“当大

家都在一边喊

着传统媒体垮了、

一边大玩碎片化新闻

的时候，当大家都在否定

新闻编辑主义、都认为自媒

体会血洗传统媒体的时候，

凤凰网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仍然在坚守自己的严肃新闻价

值，我认为我们就是中

国互联网的‘大清新’。”

浅色 =恤衫、水洗牛

仔裤，作为中国新锐门户

网站的领导者，凤凰网 &(2

刘爽穿得很“小清新”，却引

导着被人誉为“大清新”的凤

凰网一路向前。

%#""年凤凰新媒体在美
国纽交所成功上市，成为中
国互联网界最晚上市的新锐
门户。然而，凤凰网在 %#"% 年的增
长速度却超过了新浪、网易等老牌
门户网站。

“在过去的几年，我们把一个
企业的官方网站变成了一个拥有
独立品牌和品格、有影响力的
新媒体门户。”刘爽说起这
些，言语间充满了自豪。
从 %##> 年底接管凤凰
网，他主导并成功完成
了新管理团队的组
建、新公司战略的
制定及公司业
务运营的全
面转型。

从

那时起，凤凰
网秉承“中华情怀，全

球视野，兼容开放，进步力量”
的媒体理念，将传播对象锁定为全球主
流华人，为受众提供互联网、无线通信、
电视网三网融合无缝衔接的新媒体优
质内容与服务。
“凤凰网依托凤凰卫视起家，到目

前我们的覆盖人群已经超过了凤凰卫
视，影响力排在中国门户前列。”刘爽
说。“我们今后也将更好地整合凤凰
卫视的资源，使华语社会的主流网民
能在任何时间、地点，任何互联网支
撑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精品资讯和
娱乐。”

“一边坚守，一边拥抱”

然而，凤凰网所取得的成功大多
集中在 ?&端。在这个移动互联迅猛席
卷的时代，?&端的内容已经被很多互
联网界的大佬定义为“传统”。在这种
不可逆的浪潮下，凤凰网也面临
着转型的紧迫感。尤其是在微博
和微信的朋友圈上产生出大量自
媒体的存在，“无社交，不阅
读”的形态正在严重挤压着传统
新闻编辑产品的市场。
“当成千上万的自媒体已经

泛滥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这
么多自媒体的信息和资讯，
谁去核实它的真实性？谁

去 筛 选
其中最有价值的新闻？”
刘爽说，“我们就是要坚持媒体的
信仰，对新闻进行编辑整理，这是一
个专业的团队化的过程。我相信越是
在新闻碎片化的时代，读者越是需要
更好的精品新闻产品。我们能够坚守
这一点，就是这个时代的‘大清新’。”

不过，凤凰并不是只懂得一味坚
守，在刘爽看来，有些东西需要改变，
就应该张开双手去尽情拥抱。“很多
网民就愿意看碎片化，就不愿意看长
的东西，凤凰就不能只有深度的新闻
策划产品，毕竟我们是做新闻产品服
务的。”刘爽表示，凤凰网在今后的版
面设计和新闻策划中，会同样注重短
小化，同时加入互动、跟帖和分享的

元素，并将移动化思维渗透到内容编
辑、产品设计和技术创新的每一个环
节中。

“打破线性，突出点状”

众所周知，凤凰网独特的“家国
情怀”不仅仅来自于其编
辑整理的精品资讯。让他
们区别于其他新闻门户
的最大差异化其实是来
自于依托凤凰卫视而制
造的新闻视频和访谈节
目。因此在凤凰网下
一步全媒体的战略
布局中，视频内
容，特别是短
视频内容仍
然

占
有最重
要的分量。

在凤凰网
的管理层看来，
电视观众向网络转移
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新的传输渠道的普及，对
传统的电视传播是一种颠
覆。”刘爽很形象地把传统电
视节目对观众的约束比作是
“双规”———观众必须在规定的

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才能
看到想看的节目。“新
媒体正是对这种‘双规’
的解放，使观众可以放弃
电视台‘线性’的节目编
排，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收
看任何自己想看的节目。
从‘线性’到‘点状’，将
使节目制做者的价值得到极
大提高。”

凤凰卫视制作的新闻视
频、名人访谈，甚至是纪录
片等短视频节目，拥有不
少忠实的品牌追随者。而

台网结合、深度互动的全媒体传播模
式，正好能将这些原创的视频节目
作用发挥到极致。在中国其他互联
门户都在砸钱火拼电视长剧和各种
综艺娱乐视频的背景下，凤凰网
的视频让他们看起来更加大气清
新。这一点也正如刘爽在谈到凤
凰网和他的梦想时说到的那
样：“通过对老百姓知情权
和话语权的捍卫，来彰显
凤凰网的影响力和公
信力，给全球华语
媒体传递温暖、
快 乐 和 力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