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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

“互联网+传统文化”系列报道之②

“您不在乎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您！”扮演许
广平的人偶在舞台中央大喊，它巨大的淡蓝色
裙摆覆盖了整个舞台。而后扮演独裁者的“蛇
傀儡”上场，它随意变换着身形，跟“鲁迅”
激烈地对话。4 月 2 日，话剧 《大先生》 的首
演现场，大胆的人偶和舞台设计给观众带来十
足的视觉冲击，让人印象深刻。

这部以鲁迅为主人公的话剧内容看似传
统，表演形式上却别具一格，能给现场观众从
未有过的观剧体验，可谓“注重创新、体验为
王”，这和当今炙手可热的“互联网+”思维不
谋而合。

在低谷中探索

“互联网+”是当今互联网飞速发展下衍生出
的新形态，是互联网和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它
既指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发展传统行
业的方式，也指在戏剧中运用“用户至上、体验
为王、注重创新”的思维。

上个世纪90年代后，大量好莱坞“大片”、日
剧、韩剧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戏剧行业受到
冲击，观众数量锐减。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完成的

《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 报告，传统戏剧类剧
种，短短60年间便消失了近百个。

近年来，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彰显，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形势下，我们应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把戏剧在创新中传承下去。

与此同时，各地都释放了用“互联网+”模式
发展戏剧的信号。今年 2 月 16 日，广东省发布

《关于促进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
将拓展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运作模式，大力发
展网络戏曲艺术，重视“互联网+”新业态对文化
艺术的推动作用。

今年，湖南政协委员提议探索“互
联网+”模式保护传统戏曲。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中也曾强调文艺创
作要进行“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
成”。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戏剧影
视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互联网思维融入戏
剧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模式，对传统的
戏剧表演形式也将是一场变革。”

在探索中创新

“互联网+戏剧”不是简单的两者相
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

平台，让两者融合、创造新的发展形态，目前在
中国，手机App软件就是其中的一种代表形态。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中国首个“互联网+戏
曲”实时交流移动平台“戏缘App”诞生，打响了

“互联网+戏剧”第一炮。
这款手机App首次实现戏迷与艺术家实时交流

互动，邀请了国家特级演员、豫剧六大名旦之一
马金凤等40多位戏曲名家进驻教学。

除教学外，“戏缘 App”还开发了“超级擂
台”和“我要唱戏”等戏迷体验功能，戏迷们可
以零门槛的录制自唱的戏曲视频，把视频上传到
擂台平台中。每月冠军还可以得到 10 万元大奖，
这极大地调动了戏迷的积极性。

来自乌鲁木齐的姜秀花是“戏缘App”的金牌
戏迷，她以视频超4万的点击量获得月冠军。作为
业余戏迷的她说起“戏缘 App”赞不绝口：“这个
软件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让我们这些普通戏迷有
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我真是特别感谢。”

2016 年 1 月 18 日，全国首次京剧众筹“王珮
瑜京剧清音会”，在南京新华传媒 369艺术剧场成
功举办，这场演出由300位戏迷自发众筹的方式请
到了京剧名角，是京剧历史上的首次。

无论是“戏缘 App”还是“众筹京剧”，他们
都开创了与戏迷交流互动的新模式，探索出一条

“互联网+戏剧”创新型发展道路。

在创新中传承

创新戏剧本身的形式很重要，但是也远远不
够。戏剧正在流失观众，特别是戏曲，愿意静下
心来学习它的年轻人不多。因此，如何吸引更多
的受众，如何传承、推广戏剧也成为重中之重。

“国粹京剧是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让京
剧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拥有更多‘粉丝’？这是
武汉京剧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武汉京剧院院长
刘子微说，“除去培养京剧后备人才、创作出符合
时代主题的优秀作品，我们也在努力让京剧走进

学校、走进社区、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
今年3月，武汉京剧院和江夏区文化局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立足互联网的
新基地和平台，为各类学校开发戏剧普及与教
育的软件及课件，并配合“推进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活动的开展，形成线上 （软件+课
件） 与线下 （校园演出+常规演出） 齐头并进
的局面，并逐步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另一边，在话剧如何推向市场上，话剧
《东北往事》 也制定了“点燃粉丝”“饥饿营
销”“海夸造势”“口碑维护”四个阶段的推广
计划。在宣传阶段团队就《东北往事》的书迷
与话剧做了最大程度黏合，让这些人群先动起
来，逐步带动平时没有观看话剧习惯的人群。

用年轻一代的思维模式，选择年轻一代的
接受方式，在创新中将戏剧传承下去，培养戏剧
年轻一代的“粉丝”，让戏剧之“脉”不断，这些
成了目前戏剧行业尤其是戏剧从业者的共识。

展望未来，从戏剧本身上看，“互联网+戏
剧”将改变戏剧的表现形式，丰富其内涵，使其
越来越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市场的角度看，它将
促进跨界资源的整合，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从
文化传播上看，它将为传统戏剧的传播和推广创
造新的舞台，吸引更多的人群接受和喜爱上戏
剧，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我们身处 21世纪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深刻地影
响着传统艺术门类的发展和创新方式。互联网一方
面给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充分共享带来前所未有的便
捷，赋予艺术创新无限可能，另一方面也对原有的
艺术形态构成严峻挑战。

互联网时代带给戏剧的主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互联网更新了戏剧原有的传播方式，充
分开放了介入戏剧的可能性。互联网时代带给人类
足不出户而放眼世界的深刻变化，了解世界范围内
的戏剧文化和戏剧知识变得极为便捷。我们可以在
任何一部电脑或手机上了解戏剧史上的经典剧作、
戏剧艺术的经典理论，全世界戏剧演出的信息、各
大剧院的演出剧照和视频。这个变化从很大程度上
消除了戏剧行业内外的隔阂以及专业与业余的界
限，并使更多年轻人以独立评论家或编剧的身份参
与到戏剧活动中来。

第二，互联网加速了东西方戏剧形态和戏剧文
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今天，东西方戏剧壁垒分明
的状态已经被打破，新的媒介方式创造了全新的认
识世界戏剧的途径和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
上沉淀下来的、正处于变化中的戏剧的古典形态、
传统形态以及现当代的形态。东西方戏剧在相互影
响和相互渗透的历史隧道相互交汇，这种交汇必将
释放出更为强烈的引发东西方戏剧深层变化的引力
波。

第三，互联网拓展了剧场空间和审美边界。戏
剧艺术用以产生群体效应的空间主要是剧场，作为
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剧场的容量是有限的，但
是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剧场空间的审美边
界。一种有形的、物理的、实体意义上的空间观念
已经被打破。伴随着人类表演学观念的深化，“舞台
——剧场——世界”所构成的环形扩展的审美空间
已经不是想象。

第四，互联网思维介入戏剧，推动了观演方式
的舞台实验。如何打破传统意义上的观演模式，创造演员和观众更深层
的互动方式，互联网思维带给舞台艺术新的可能。今天，互联网同步互
动的演出形式已经实现，舞台演出可以被同步拍摄并投放到现场大屏
幕，观众的微小反应也将被摄影机捕捉并投射在舞台，这些依靠互联网
技术所实现的新形式，无不对原有的观演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互联网技
术的运用和实践是21世纪戏剧综合化实验和探索的标志，它也将会从单
纯的技术实验走向新的舞台叙事和审美呈现。

然而，互联网之于戏剧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可以代替剧场，或者
制造单纯的舞台奇观，而是把观众从表层的娱乐和感官诱惑导向真正的
戏剧，导向真正的艺术，导向一个更为无限的意义空间和美感世界。需
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在互联网加速全球文化融合，带给戏剧变化的同
时，我们也应该明确戏剧艺术的美学品格和文化坐标，从而建立一种基
于艺术本质和文化主体性的基本意识。成熟形态的戏剧固然与戏剧综合
化的程度相关，但是戏剧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并不在于技术层面综合化的
程度，而在于戏剧内在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概括起来说就是戏剧
艺术在价值层面和人文层面对全人类的影响和作用。

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的结构，它提供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
共享的可能。中国戏剧，无论是戏曲还是话剧，能否通过这个开放的结
构，在人类全新的文化生态中，一方面构建全人类普遍共识的价值体
系，另一方面呈现自身独特的文化属性和美学精神。我想，这种思考会
赋予我们一种神圣的希望，就是戏剧依然可以在这个日益被高科技的过
度发展、使用和依赖的世界，帮助日益失去精神家园的现代人类重新找
回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安顿，从而也确证它自身存在的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
究中心研究员）

今年55岁的“网红”王津师傅，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
承人，进入故宫工作已经39年了。每天早八晚
五，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几十年如一日，
和蒙尘多年的文物打交道。一件待修的钟表运
来，需要先拍照记录，制定修复方案，经过拆
解、清洗、补配、组装、调试，直至运转正
常，才能进仓库保存。王师傅有个“80后”的
徒弟亓昊楠，跟着师傅学习手艺10年了。

王津说，与其他文物修缮不同，钟表修复
这门手艺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表得能动、能
转，这才叫修好了。”亓昊楠告诉记者，干活儿
最麻烦的就是碰上软毛病——所有工序都完成
了，但装上就是不走。这就得拆了重新检查，
有时候一个小毛病能琢磨上几天。王师傅和亓
昊楠曾去荷兰国家音乐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进
行过实地交流。亓昊楠说：“相对于国外的钟表
修复而言，我们的长处是十分过硬的基本功和
扎实的实践经验，而国外更依赖于机器的修
复；国外有专门的钟表修缮学校，进行系统教
学，我们目前还基本没有相关的专业。”

谈到未来的发展，王师傅说：“老祖宗传下
来的手艺不能断，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尽量
帮新来的年轻人联系海外学习的机会。故宫钟
表馆藏过千，修缮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完成，即
使有朝一日全修完了，定期的维护和保养都是
需要做大量工作的，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新华社记者 吕 帅摄

一技之长 始于读书

【原文】
夫明 《六经》 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

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
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
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
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译文】
明晓六经的要旨，广泛涉猎百家著作，即使不能提高自己的道

德品行，整饬社会风俗，也能学到一技之长，得以自立。父母兄弟
不可长久地依靠，家国也不能永远作为保障。一旦流离失所，无人
可以庇护，就当求助于自身了。有谚语说：“家财万贯，不如有一技
之长。”各种技艺之中最容易学又最值得崇尚的莫过于读书。世上的
人不管是愚钝还是聪慧，都想认识很多的人，见识很多事，但是如
果不肯读书学习的话，就如同想吃饱却懒得去做饭，想穿得暖和些
却懒得去做衣服。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理

【原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

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
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

——〔宋〕欧阳修《诲
学说》

【译文】
如果玉不雕琢打磨，就

不能制成精美的玉器；如果
人不学习，也就不会懂得世
间万物的道理。然而玉有它
本身不变的特性，即使不打
磨制作成器物，也不妨害它
仍是玉的本质。人的本性，
会因受外界影响而改变，如
果不学习，就不能成为君子
而变成小人，这难道不值得
思考吗？

选自 《中华家训精编
100则》

日前，“就爱广场舞公益培训中国行”活动组委会宣布， 将在全国举
办500场公益培训活动，受益群众超过百万人。这一活动由北京舞蹈学院普
惠舞蹈联盟、北京市海淀舞蹈家协会、就爱广场舞网联合发起，旨在通过

“舞蹈惠民”，使广场舞爱好者更深刻地认识广场舞，在广场舞中享受健康
快乐人生。 （李雄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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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戏剧

广场舞公益培训活动启动

王津：成为“网红”的故宫钟表修复师

▶王津为拆解完的零件拍照
▼王津在工作台上拆解需要

修复的钟表

王津师傅 （右） 和徒弟亓昊楠在办公室内王津师傅 （右） 和徒弟亓昊楠在办公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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