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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 珏戏曲赶“潮”，不走寻常路

1 月 26 日，“浙江文旅”推出抖音号粉丝专属赠票活动。100 张《新龙门客栈》门票免费抽瞬间引燃了广大粉丝朋友们的热

情。昨天晚上，来自各地的幸运票友齐聚杭州蝴蝶剧场。在这次粉丝专场中有大半是年轻人，“听戏”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当然，除了越剧，还有很多传统戏曲

与地方文旅相结合的案例。

◆河南省豫剧：河南省豫剧是中国著

名的戏曲剧种之一，也是河南省的文化名

片之一。河南省通过举办豫剧文化节、建

设豫剧文化产业园区等方式，将豫剧与地

方文旅相结合，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

和体验。

◆江苏省昆曲：江苏省昆曲是中国古

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也是江苏省的文化名

片之一。江苏省通过举办昆曲文化节、建

设昆曲文化产业园区等方式，将昆曲与地

方文旅相结合，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

和体验。

◆四川省川剧：四川省川剧是中国著

名的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四川省的文化名

片之一。四川省通过举办川剧文化节、建

设川剧文化产业园区等方式，将川剧与地

方文旅相结合，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

和体验。

◆北京市京剧：北京市京剧是中国著

名的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北京市的文化名

片之一。北京市通过举办京剧文化节、建

设京剧文化产业园区等方式，将京剧与地

方文旅相结合，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

和体验。

◆山西省晋剧：山西省晋剧是中国著

名的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山西省的文化名

片之一。山西省通过举办晋剧文化节、建

设晋剧文化产业园区等方式，将晋剧与地

方文旅相结合，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

和体验。

这些实例表明，将戏曲与地方文旅相

结合，可以通过举办文化节、建设文化产

业园区等方式，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

文化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赏和体

验，促进地方文旅产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越剧是中国传统戏曲中的

一种，但是以往喜欢越剧的往往是年纪偏

大人群。这与越剧内容以及呈现方式相

关，一方面，越剧剧目过于传统并不符合

现在生活中的一些理念，另外一方面，越

剧大多呈现与传统戏曲舞台，与当下生活

有着距离。

近年来，随着传播方式的更新，戏曲

普及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因为，了解所以

热爱，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

越剧产生兴趣。

嵊州市的越剧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

李秋顺是嵊州东王村的一个村民。

2022 年的春天，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

方自称是中国好声音导演组，想邀请他参

加越剧大赛。

导演组之所以找到李秋顺，是因为他

们在抖音上看到了他经常唱越剧，宣传东

王村。在东王村，人人都能哼几句越剧，

李秋顺虽然没有经过正规培训，但他对越

剧的热爱和执着却深深打动了导演组。

最后，他决定带着 100 多年前的越剧老调

去参赛。

李秋顺在比赛中唱了一段最初的越

剧老调，这段老调经过100多年的演变，唱

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的表演不仅

得到了评委的高度评价，也吸引了成千上

万的观众前来观看。

通过这次比赛，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越

剧的历史和文化，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对越

剧产生了兴趣。

此外，嵊州市还修复了一批古戏台，

并且自发形成了 100 多个越剧戏迷角，让

热爱越剧的游客可以随时找到听戏和唱

戏的地方。这些措施不仅为游客提供了

更好的旅游体验，也为越剧的传承和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23 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打造的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成

功出圈，这出戏目前已演出过百场，一票难求，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爆红。

《新龙门客栈》真正“出圈”是去年8月6日晚的抖音直播，这场直播吸引

了925万人次观看，近4000名观众发布了超过1.4万条评论。

在演出后的返场里，由演员陈丽君饰演的“玉面修罗”贾廷单手抱起由

演员李云霄饰演的“老板娘”金镶玉，两人对视转圈的片段，快速爆红网络。

以陈丽君、李云霄二人为引，不少年轻观众开始主动搜索了解《新龙门客

栈》，助力了越剧的热度增长和最终出圈。

近年来，随着“国潮”流行，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热衷于探寻民族文化根脉，

重新发现传统艺术魅力。虽然疫情时

期剧场演出受到冲击，但剧团和演员们

加速“上线”，开辟新路，反而让数字时

代的技术催生了传统文化复苏的浪

潮。例如京剧名家王珮瑜录制了很多

短视频，致力于让观众“秒懂京剧”；青

年戏曲演员任思媛一场抖音直播，吸引

10 万以上网友围观；“上戏 416 女团”教

唱腔、讲故事、说知识，大批“圈粉”；“王

者荣耀”“纸嫁衣”等游戏附带戏曲元素

⋯⋯各种新“端口”提供新机缘，各种新

媒体平台兴起戏曲新风潮，梨园新生力

量通过直播、短视频、线上互动，激发了

更多年轻观众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了解

和兴趣。

据 2022 年抖音非遗数据报告显

示，全国各地最受欢迎国家级非遗前十

名中，有四项是中国戏曲艺术，其中京

剧排在第四位，仅次于“相声”“黄梅戏”

和“柳州螺蛳粉制作技艺”；而且 80 后、

90 后年轻人成为非遗传承主力军。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演出市场

年度报告》也指出：随着 95 后初入职场

以及 90 后的收入日益稳固，25 岁以下

的年轻观众即“Z 世代”年轻人成为演

出市场的活跃人群。

如今，在线上被“圈粉”的很多年轻

观众，迅速转化为走进剧场看戏的线下

戏迷。他们在现场看完精彩演出后，还

会以线上分享、传播的习惯，表达自己

的心情与感受，也起到了扩大戏曲艺术

影响力的作用。

新的传播方式，无疑是一大功臣。但

是戏曲本身内容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

回到《新龙门客栈》。一位自诩为陈

丽君铁粉的网友郑诗意说：“我从来没想

过，有一天我会成为票友。但是，《新龙门

客栈》刷新了我对越剧剧的认知。而且陈

丽君实在是太帅了。”在这一批越剧新粉

里，与郑诗意有着相同想法的年轻人不在

少数。他们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有一

天追星会粉上一个越剧演员。

《新龙门客栈》为什么会有这种魅力？

在舞台表现形式上，传统戏曲表演通

常会在常见的镜框式舞台中进行表演，一

桌两椅虽是戏曲舞台的写意，也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观众观看的视野。

《新龙门客栈》用时下流行的环境式

演出模式，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不再是坐

在台下被动接受剧情，而是完完全全打开

五感，进入演区，以探索的方式参与其中，

推动剧情发展，使观众短暂地抽离于现实

生活，刺激新奇而富有趣味的神经产生共

鸣。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在保留传统越剧

艺术的基础上，《新龙门客栈》进行了影视

化的改造，使剧情更加紧凑，角色情绪更

加丰富，服饰妆容也融入现代感，更加吸

引了年轻人的目光。

在这一场“赶潮”中，从导演，到编剧，

到舞美设计等都是具有新思维的新生代

艺术家，他们用新鲜的视角和创意注入了

戏剧，让越剧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的。

总之这也是一场，从内容到形式的创

新运动。

《新龙门客栈》，并不是一枝独秀

创意出新，尽显时尚

新传播方式，功不可没

戏曲赶潮，百花齐放戏曲赶潮，百花齐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