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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风”劲，这届年轻人为何愿做“戏中人”
　　这段时间，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

客栈》中，“90后”越剧小生陈丽君与搭档李

云霄“转圈圈”的视频在各平台火了。

　　眼下，戏曲和年轻人的“碰撞”开始变

得越来越频繁———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

5位“00后”女孩，用戏腔翻唱《探窗》，抖音

播放量超5000万，被网友们称为“416女团”；

“95后”戏曲演员刘书含在直播间表演戏

曲，与昆曲、豫剧等主播连麦PK，收获了大

量粉丝和巨大流量……

　　随着新演艺空间的快速发展，脱口秀、

沉浸式话剧等互动性较强的新业态热度持

续上升，昔日小众的戏曲逐渐变得大众化，

赢得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数据显

示，“90后”“00后”已成为短视频平台观看

非遗戏剧的主力，占观众总数的52%。

　　这股“剧场风”是怎么刮起来的？为什

么越来越多年轻人愿做“戏中人”？

　　

一

　　对很多人来说，戏曲曾是爷爷奶奶辈

电视机上恒定不变的节目，似乎正随着时

代渐渐变老。

　　而近年来，戏曲从业者活跃在各网络

平台，为大众打开了一个走进并了解戏曲

的新窗口。年轻人也用各自的方式，赋予

了戏曲新的活力。

　　“跨界”，眼前一亮。京剧、昆曲、秦腔、

评剧、川剧、河北梆子6种地方戏与现代舞

蹈融合的作品《惊·鸿》，在传统与现代的交

互中，彰显出戏曲的形式美和意境美；粤剧

电影《白蛇传·情》，保留了戏曲中经典的唱

腔、手势、台词等，用特效表现“盗仙草”“水

漫金山”等武打场面，在B站获得了9.9的评

分；游戏《原神》将传统戏曲融入虚拟世界，

一段《神女劈观》吸引许多戏曲名家“二

创”，令玩家、网友纷纷叫好……

　　“戏曲+”现代舞、电影、游戏等跨界方

式，让观众获得了对戏曲的新鲜视听感受，

也让戏曲在年轻人心中不再是原来的

样子。

　　“创意”，唱出新声。旧本子唱不了新

故事。当下，戏曲从业者加快创作新唱本

的脚步。越剧《新龙门客栈》将经典的武侠

IP搬上舞台，用“情境式”“沉浸感”的现代

方式讲述武侠故事；一场吕剧《百川东到

海》，用现代舞台演绎青岛抗战往事，让观

众直呼，“这是一部‘很青岛’的新戏”；青岛

原创京剧《东方大港》以“电音+戏曲+交响”

的模式，讲述“连钢创新团队”建设山东港

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故事，登上京剧最

高舞台……

　　“触网”，更好相遇。如今，网络快速发

展，传统戏曲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式登上

“云剧场”。“今日头条”推出的《非遗里的

戏曲》系列视频，每集平均播放量超百万。

抖音、B站等平台举办以传承传统戏曲为

主题的晚会，吸引千万观众在线观看。

　　戏曲演员们纷纷走出剧场，寻找戏曲

艺术多平台传播方式。京剧表演艺术家王

珮瑜曾在《朗读者》《国家宝藏》《经典咏流

传》等综艺节目上介绍京剧，还在喜马拉雅

平台上开设音频节目《京剧其实很好玩》，

为听众讲解京剧经典剧目，吸引了大量

关注。

　　

二

　　一开嗓，唱尽人生百态；一台戏，道尽

千古往事。诞生于农耕文明的戏曲，为何

能在现代社会中继续收获叫好声？

　　好的戏曲，不存在最后的定本。京剧

大师梅兰芳曾说，“我的戏，是逐渐改成功

的，它们不存在最后的定本，因为艺术永无

止境，我不断地演，就会继续地改。”

　　传承千百年的中国戏曲，正是在不断

创新中才有了今天的模样。近年来，戏曲

从演员到表现形式都在变，年轻面孔、新鲜

好玩的演出形式，让戏曲的精神内核跨越

时空，击中千万网友的心。

　　一曲地方戏，一方水土情。传统地方

戏一般是用地方方言演唱，剧中展现的场

景、戏情符合当地习惯，比如，北方戏曲剧

目多粗犷豪放，南方戏曲多婉转缠绵。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

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在青岛，独特

的地方剧种——— 柳腔用即墨地区方言，与

当地民间小曲、民间武术、秧歌相融合，被

人们亲切地称为“胶东之花”。民间有民

谣，“进了即墨地儿，踩了两脚泥儿；吃着地

瓜干儿，听着柳腔戏儿”。

　　台上台下，“不离日用常行内”。在电

影《霸王别姬》中，戏班老师傅说，“他是人，

就得听戏。”戏曲唱述人情冷暖的故事，不

离日用，活在人群。当重重帘幕拉开，锣鼓

铿锵、弦音渐起，“台上笑，台下笑，台上台

下笑惹笑；看古人，看今人，看古看今人看

人”。

　　来源于生活日常的一招一式、一颦一

笑，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让历史有了

动感，人群有了温度，也让这样的文化审美

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

　　

三

　　梅兰芳曾说，“一个古老的剧种，能够

松柏长青，是因为它随时进步。”故曲弦音

未绝，传统戏曲的火种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心中点燃。未来，传统戏曲要如何继续前

行，唱出新声？

　　唱响“现代戏”。作家汪曾祺曾说，“所

有的戏曲都应该是现代戏……都应该具有

当代的思想，符合现代的审美观点，用现代

的方法创作，使人们对当代生活中的问题

进行思考。”戏曲不是为“博物馆艺术”服

务的，要在演唱上“改旧调”、内容上“破陈

词”。

　　如今的年轻人走在时代发展的前沿，

总有新的故事可以唱进戏里。改编自京剧

《红鬃烈马》的《武家坡2021》，以薛平贵视

角自述与王宝钏分离十八年的故事。唱词

一改薛平贵以往人设，充满主人公的自我

反省和对女性的体谅与尊重，契合了时代

变化和青年心理，受到了网友好评。

　　唱好“年轻戏”。艺术没有观众，就注

定会走向消亡，戏曲的生命力来自于年轻

人的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树建

曾提出，想让年轻人喜爱戏曲，需要像谈恋

爱一样慢慢了解，通过新手段、新媒体来传

播传统艺术。

　　今天，不少戏曲演员借助B站、抖音、

快手等平台让传统戏曲触达年轻观众，也

有越来越多像陈丽君一样的年轻人在练功

房里日复一日地练习。一颗颗冉冉升起的

戏曲新星，用新形式在“新舞台”收获“新戏

票”，与“新观众”一起徜徉戏天曲云间。在

“新新相映”中，我们听到了传统戏曲的新

希望。

　　唱足“特色戏”。有人说，曾经在中国

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个戏台。“戏台鼓

声响，台上人如攒，阶上卧顽童”，一方戏台

就是一个乡村的魂魄。

　　今天，当我们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复兴之时，乡村戏台理应再次成为文化

展台。在山东，“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村

村有好戏”活动中，吕剧、柳腔、山东梆子等

再次在齐鲁大地唱响。青岛即墨古城推出

“即墨古城，周周有戏”品牌文化活动，利用

现有的古城戏台、学宫舞台等资源进行柳

腔展演，让老民谣“村村有柳腔，人人都会

唱”再次成为现实。

　　唱家国、度善恶、评古今。戏曲，以区

区之地见天地之大。乾坤一戏场，“不入梨

园，怎知春色如许。”

(转自青岛宣传)年轻人在即墨古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学习化妆。(常青 摄)

即墨非遗青工委主任单洪超与柳腔剧团青年演员姜昊在即墨古城戏台表演柳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