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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21抖音数据报告》显示，过
去一年，传统文化类内容在短视频平台
得到了繁荣发展，传统文化主播收入同
比增长101%，其中曲艺类主播收入同
比增长232%。除了宁波人相对熟悉的
越剧，豫剧、黄梅戏、京剧、秦腔都是十
分受欢迎的戏曲剧种，也有越来越多的
专业演员把舞台搬到直播间，除了演唱
唱段，还会通过讲戏、分享戏曲小知识
来拉近戏剧和年轻人的距离。在《2021
抖音非遗戏剧数据报告》中，90后、00
后占观众总数的52%。

“随着戏曲主播群体越来越庞大，
互相之间不可避免有所竞争，大家都
在努力提供更优质的内容来留住观
众。把蛋糕‘做大’而非‘内卷’是一种
共识。”据张旦恒介绍，有一种方式当
下比较流行，便是跨界之间的连麦，

“比如戏曲主播和唱歌、舞蹈、脱口秀
主播连麦，互相推荐，达到互相引流的
效果。”

另外，翻唱戏腔歌曲也一直是很
受欢迎的样式。早在2019年，张旦恒
就曾尝试自己把歌曲《辞九门回忆》中
的一段唱改成“花旦戏腔”，4万多的点
赞至今是她抖音所有视频中点赞量最
高的一个。

“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上戏416
女团’。”张旦恒推荐说，“她们是上戏
2017级京剧表演专业学生，2019年以
来持续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日常练功、
演唱的视频，有时也在宿舍里展示京剧
赶妆、戏服、扮相、手势，教网友分辨不
同流派唱腔，记录生活的同时普及京剧
知识，逐渐收获了一批观众。”

2021年4月，“上戏416女团”在
毕业汇报演出上合体，用戏腔翻唱了
古风歌曲《赤伶》，分别使用程派青衣、
荀派花旦、老旦等唱腔，一人一句，将
歌曲演绎出优美而又有层次的意境。
让几个女生“破圈”。她们演唱的《探
窗》一曲，在短视频平台上播放总量已
超过5000万。2022年B站元宵《上元
千灯会》，“上戏416女团”集体亮相演
唱《探窗》成为一大彩蛋。

在剧场看一场传统戏曲演出，时
间是漫长的。而一首古风歌曲，一段
戏腔，将戏曲的精华浓缩在四句“腔
调”之内，相当于用最短的时间向观众
展示中国戏曲的浪漫与美丽。

古装头面、精致扮相、华丽镜头的
加持，短视频快节奏的传播，以及一定
程度的陌生化，让人们曾经以为已然
过时的戏曲成功击中了B站“二次元”
观众的心，让人清晰看到传统文化与
当代青年的“双向奔赴”。

有数据统计，近一年，戏腔视频播
放量在B站增速高达275%，用跨界混
搭的方式将戏曲与流行元素融合成为
了舞台表演“出圈”的“新常态”。随着
这股潮流的蔓延，也有越来越多的创
作者致力于扎根中国传统文化，从传
统元素中提炼精华，以崭新而时尚的
方式打破圈层壁垒，将传统文化传递
给当代观众。戏曲以及它背后的国潮
正乘着新形式和载体的东风，焕发出
更蓬勃的生机。

抖音、B站、国潮全方位引流 “出圈”也是“入圈”

张旦恒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2月15日，虎年元宵，以年轻用
户为主的国内最大视频弹幕网站
bilibili（简称“B站”）首次试水元宵晚
会。这台以《上元千灯会》为主题的
晚会，得到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支持，
全程以戏曲类节目为串联，连男主
角身份设置也是戏班的“少班主”。
这也是B站第一次举办戏曲晚会，以
往，戏曲一般只是节目中的点缀，而
非呈现的主体。这一选择在戏曲的
新老观众中“一石激起千层浪”。

青年编剧温方伊评论说：“B 站
难得愿意做戏曲主题的晚会，这种
传统文化推广途径，虽然是一种对
快节奏碎片化传播的迎合和妥协，却
也行之有效。就像这台晚会讲述的
浪漫故事，惊鸿一瞥如梦似幻，至于
以后是去主动寻找接触，还是沉浸在
单纯‘美’的回忆里，全看缘分。”

这一点评，道出了长期以来戏
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始终面临的境
遇。早些年，作家白先勇在各大校
园推广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有多
少人沉浸在“美则美矣”的想象里，
又有多少人留下来成为了真正的戏
曲观众，走进剧场，为戏曲演出买
单。

从“看热闹”到“看门道”，作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看戏曲是有门槛的。关于行当、
剧种的知识储备是基本的，需要了
解的还有服装、脸谱、盔帽、道具的
应用，曲牌、腔调、流派的区分，名家
名段的赏析，名人掌故的熟稔，这些
并非短小的视频内容可以涵盖。

近来，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
戏曲研究员友燕玲一直观察传统戏
曲的线上传播，希望宁波地区的三
个稀有剧种甬剧、姚剧和宁海平调
也能够通过线上传播的方式“被了
解”。

“我们不想一本正经地讲剧种
的来龙去脉、艺术特点，而想用轻松
活泼的形式，从点入手，比如把甬剧

《半把剪刀》的剧目介绍做成‘一把
剪刀引发的血案’，从这个点引申出
甬剧最擅长用清装演家庭伦理故事
的特点，用轻松有趣的推广方式介
绍我们宁波本土的剧种，展现宁波
的地方文化。”友燕玲说，“不过短视
频不好做，而且剧种的局限性很大，
宁波本土小剧种不像京昆，比较好
嫁接，也不像黄梅戏、越剧，本身受
众就广，小剧种推广起来相对比较
难。不过，短视频确实是一个机会，
我们会尽力去做，为宁波剧种发声，
挺好的。”

如果说在《神女劈观》面前，宁波
戏曲人是借热度“蹭流量”，那么在抖
音戏曲主播产出上，作为“戏码头”的
宁波，占据着更大的市场份额。

2021年底，一位名叫陈誉的宁波
象山民营越剧团演员因登上热搜意
外走红，与她相关的词条是“因疫情
失业越剧演员直播间再就业”。一时
间，“疫情下成功转型，收入翻3倍、一
场挣一万元”的励志案例成为各大媒
体争相报道的典型，央视新闻形容她
是“直播界的清流”，单日词条阅读量
一度超过1.8亿。

对陈誉本人来说，这次走红有些
许意外，“甚至有人来问是不是我自
己买的热搜”。回看过去的两个月，
陈誉仍然觉得有点不真实，“抖音涨
粉涨了4万，以前直播间人数一般两
三百，现在是两三千”。虽然数据跟
抖音的“头部”没法比，但对小众戏曲
来说，已非常可观。

陈誉是入驻抖音的数百位越剧
主播之一，这其中既有专业剧团演
员，也有民营剧团演员、票友。“疫情
对大家的打击是相似的，民营剧团没
有演出就失去了收入，专业剧团演员
在团领导支持下，也有向线上发展的倾
向。”日前，抖音唯一的戏曲类主播“公
会”负责人张旦恒接受了记者采访。

张旦恒是宁波知名越剧票友，也
是最早入驻抖音的越剧主播之一。

“我最早在抖音发视频是在2018年
底，2019年陆陆续续摸出了一些门
道。”疫情之后，涌入抖音的主播较多，
不乏向她打听相关情况的。张旦恒便
和六七个朋友一起组建了“戏星传媒
公会”，专为戏曲主播指点迷津，陈誉
走红背后其实也有她的助力。

“我们会告诉主播如何吸引更多
人看，以及帮助他们获得抖音官方的
流量支持。”张旦恒告诉记者，“比如
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用戏装
而不是生活装；如果一个人直播单
调，可以邀请双人对唱；为了获得好
的直播效果，更换质量较好的声卡和
高清摄像头是必要的投入。”

“因为启动较早又比较努力，相
对也舍得投入，宁波的越剧主播是目
前整个抖音里做得比较好的。”据张
旦恒观察，在2021年12月举行的抖
音年度直播嘉年华中，她和陈誉在宁
波地区十强中占据两席，也体现了戏
曲类主播在宁波的实力以及受欢迎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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