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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大众化传播的
有效尝试
刘恩波

今日头条和抖音发起推广中国传
统戏曲文化活动，邀请戏曲名家通过
移动互联网平台向广大网民推广和介
绍传统戏曲的做法，无疑是戏曲大众
化传播的一次崭新而有成效的探索与
尝试。

无论是抖音借助短视频的便利快
捷，让用户积极享受戏曲文化的赏心
悦目的形态，包括程式之美、化妆和首
饰的工艺，还是微头条联合戏曲艺术
家和创作达人发起“我爱家乡戏”的话
题讨论，进而激发广大网民的参与热
情，都形成了文化传播的热点效应，这
是助推传统戏曲走出高台教化模式而
朝着更加民间和大众化方向拓展的必
要手段。

传统戏曲无疑是国之瑰宝，是民
族精神的“传帮带”，但囿于传播条件
的有限性，单纯用舞台形式甚至是送
戏进校园和送戏下乡的方法，都无法
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同时
共享特点形成有效的嫁接和互补，
而移动互联网平台利用新型传播同
时共享传递的媒介性、便捷性和有
效性，却能够打破以往戏曲与新生
代受众群体的隔阂与阻碍。让 90 后
甚至 00 后等新一代受众群体通过移
动互联网平台直接获取关于戏剧的
美丽符号感、生命仪式感和精神共享
感，确实搭建了文化资源最有力、最
有效的交流平台。

今天早已不是“酒香不怕巷子
深”的年代，吸引人的眼球，获得精神
交流的同时性、共享性，才有可能最
大限度地造就欣赏和接受的群体效
应。亦因此，今日头条和抖音对传统
戏剧样态的多方面介入和传播，为传
统艺术精神走进日常、走进现实生活
空间，提供了一种新形态上的多元可
能。而它所引发的大范围的心灵共
鸣当然值得我们翘首以待。

找寻传统戏曲
与青年对话的可能

张 倩

戏曲的传承和发展需要与一代又
一代观众对话，当下传统戏曲也一直
在苦苦找寻着与青年观众对话的可
能。青年观众是当今社会综合审美的
主体，他们的审美心理定式以及审美
习惯的养成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
中国戏曲的传承和发展，因此对于青
年观众的培养也越来越紧迫。

抖音作为当下青年人最为热衷
的社交网络平台，低门槛、全民参与
性使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社交网络
的实用性和工具性。数据显示，抖
音的用户多为 90 后、95 后，以抖音
为媒介宣传传统戏曲，在一定程度
上消除了青年观众对于传统戏曲固
有的陌生感。而如何将传统戏曲与
生俱来的艺术风格和审美韵味在 15
秒的短视频内淋漓尽致地呈现，则
需要在保证其优质内容内核的前提
下，提升新鲜度和主题热度，以引起
青年网友的审美共鸣和双向互动。

当前抖音推出的“粉墨新声”话题
已有百万人参与，“谁说戏曲不抖音”
话题也有几万人参与。在孟广禄、史
依弘、王珮瑜等40余位戏曲大师的引
领下，青年网友通过短视频形式展现
京剧、昆曲和川剧等传统戏曲的装扮、
手法、身段、技巧，并推出戏曲教程及
戏曲手势舞。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青
年网友对于传统戏曲美学的关注，是
焕发传统戏曲新时代特征的一种探索
的体现。

但目前来看，抖音盛传的戏曲唱
段，均在二次传播中将音乐、唱腔、表
现形式大量改编，在充分迎合网友审
美的同时，失去了戏曲最初的原始气
质。抖音短视频的戏曲推广是否能在
追求亮点、话题和互动的同时，保证其
艺术个性的独特和完整，是一个值得
观望的话题。

编者按：近日，今日头条和
抖音发起“我爱家乡戏”“粉墨新
声”等活动，携手40余位传统戏
曲大师，向广大网民尤其是年轻
网友推广中国传统戏曲文化。
其中“我爱家乡戏”微头条话题
已累计 5 亿多阅读量,而抖音
“粉墨新声”的短视频播放量已
有2亿多次。传统戏曲文化借
助移动互联网平台会产生怎样
的传播效果？听听评论家们怎
么说。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传
诵千余年的《木兰诗》在中国文化里
留下的那个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形
象，被不同的艺术形式反复演绎，留
下了不同版本的木兰传奇，包括迪
士尼动画的“国际版”。

相信每一个走进剧场观看芭蕾
舞剧《花木兰》的观众，都有一个共
同的期待：这一次，立起足尖的花木
兰会是什么样子？而对创作者来
说，重新解读花木兰也正是整部作
品的原点和最终使命。

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搬上
芭蕾舞台，是辽宁芭蕾舞团团长、艺
术总监曲滋娇长久以来的愿望。在
她的理解中，以前人们把花木兰替
父从军的行为总结为“孝”，这个定
位是有局限的。木兰替父从军是

“孝”，为国守边是“忠”，她的故事中
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家国情
怀，而她对和平的守护、她的自强与
胸襟、她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又符合
当代人的精神追求。这才是今天在
芭蕾舞台上重新塑造花木兰应有的
人物定位，“芭蕾不仅可以表达爱
情，大情大爱的家国情怀同样可以
唯美浪漫。”

《木兰诗》无疑是后世演绎花木
兰故事的权威版本，两位编导王勇
和陈惠芬同样在诗中找到了创作的
方向。“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应该是
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可也恰恰
在这个部分，诗中只用了‘将军百战
死，壮士十年归’这一句轻轻带过，
她是怎样在军营里隐藏身份的？又
是如何经历战火的淬炼实现了脱胎
换骨的成长？诗中留下的千古谜
团，恰恰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创作
空间。”王勇说。

花木兰的军旅生涯成为整部舞
剧的核心内容，它是一个天真的少
女成长为一个成熟女性的历程，也
是一个柔弱的小兵成长为一个战士
的历程。“中国的花木兰，不是西方
故事里的圣女贞德，带着一身功夫
的女侠，她只是不忍心让年迈的父
亲再上战场，凭着一片孝心才走进
军营的。在军营里，她有煎熬、有
彷徨、有对家乡的思念，也有不能
给花家丢脸的好胜心。身为女性，
她没有强壮的肌肉，不可能与男士
兵一样拼体力，但她可以凭借自己
的机智和韧性，练成一个神箭手。
这样的花木兰才是可信的，有血有
肉的。”陈惠芬说。

1从一笔带过的
那句诗里重新解
读花木兰

辽芭新剧《花木兰》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打造中国学派芭蕾作品的新实践
本报记者 高 爽

观看辽宁芭蕾舞团年度巨制《花木兰》，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雄心——将西方经典艺术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雄心、以当代
视角重新解读“木兰从军”精神内核的雄心、让中国故事走向国际舞台的雄心。当这些雄心同时得到口碑与市场双双认可的时候，也就意
味着“原创”“中国”已经成为辽版芭蕾的两大制胜法宝。

说起 《花木兰》在国家大剧院
两场演出的盛况，一位辽芭工作人
员自豪地说：“全部是商演，门票场
场售罄，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要看
演出，都要提前十几天在网上购票，
一票难求，就是这么牛！”

这两场演出，同时也是《花木
兰》全球巡演的第一站。2019 年，

《花木兰》主打国际市场，在美国、加
拿大和欧洲的全年演出已经全部排
满，而且全部是商业演出。

这既是高雅艺术作品市场化运
作的成功，更是中国故事走上世界
舞台的成功。曲滋娇说：“有人说我
是艺术家兼商人，我倒认为商人不
是一个贬义词，优秀的艺术作品就
应该转化为商品，只为了评奖进行
创作，评了奖之后就把作品放到仓
库里的行为，是对艺术的不负责任，
更有负国家对文艺精品创作的大力
支持。”

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显然
并不好走，更加考验一个艺术团队
和创作者的能力和眼光：“在选择花
木兰这个题材时，我们就已经准备
把它推向国际市场了，因为这是一

个被迪士尼改编成动画片的作品，
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再由我们重新
演绎，国外的观众一定会好奇，中国
人会怎么演绎自己的女英雄？”

“几千年中国文化留下了无数
好故事，我也可以讲述杨贵妃、七仙
女，选择花木兰，因为它更能体现中
国精神，也更能实现东西方文化的
交融与碰撞、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与
碰撞，这样的作品才有戏剧张力。
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准确地找
到这样的突破口，找到正确的讲述
方式。”

“再说到主旋律题材，如果我
们把冷云们塑造成打不死的英雄，
肯定没人愿意看，可在我们的舞台
上，她们是 8 个有血有肉的女人，
她们身上有对国家的大爱，也有兄
弟之情、夫妻之爱，观众怎么会不
喜欢？”

这样的思考之下，才有了辽芭
“在坚持引进排演世界古典芭蕾作
品的同时，致力于打造具有中国特
色的作品、探索建立中国学派的芭
蕾艺术”的成功实践。

4优秀的艺术作品必须接受
市场的考验

11月20日，《花木兰》在中共中
央党校北校区礼堂的演出开始前 5
个小时，所有演职人员已经到位。舞
台上摆放起数排把杆，全体演员在把
杆两侧站立，开始一个小时的基本功
训练。动作整齐，如一支军队。

“这样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
吕萌说。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

“芭蕾王子”吕萌的名字和辽芭始终
是连在一起的。今天，已经担任辽
芭业务副团长、腰部打了四根钢钉
的34岁的吕萌仍然站在舞台上，仍
然站在训练场第一排的位置上。

是吕萌需要舞台，还是舞台需
要吕萌？吕萌说：二者兼而有之，可
能更像是一份责任，“从 1995 年考
入辽芭舞蹈学校开始，无论是参加
国际大赛，还是在舞台上挑大梁，机
会都是辽芭给我的。到了今天，传
承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据曲滋娇介绍，1994年，辽宁芭
蕾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成立，它
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专业芭蕾
人才培养学校。这所学校不仅让辽
芭在芭蕾人才培养上始终保持着良
好的造血机能，而且让辽芭文化注
入到一代又一代年轻舞者的血液
里。吕萌则说：“学校与舞团在一个
院里，可以向这些成熟的演员们光
明正大地‘偷艺’，不光学到了芭蕾

的技巧，更感受到了芭蕾的灵魂，从
前辈身上学到了艺品和人品。”

已经在辽芭最近几部新剧中担
任主角的张海东自嘲以前是对自己
没什么要求的人，“直到每天和吕萌、
焦洋这些前辈接触，他们那么强了，
每天还要给自己加课，来自他们的无
形压力，逼着我不进步都不行。”

自加压力，能打硬仗，关键时候
“咬得住”，吕萌将辽芭这支演员队
伍形容为“带有艺术气息的部队”。

而在团长曲滋娇看来，这支
“部队”也是辽芭最大的底气和财
富：“我们的梯队建设是很让人自
豪的，在吕萌、焦洋等人之后，有于
川雅、张海东这批成熟演员，下面
还有很多有潜力的中生代、新生代
演员……”今年年底，辽宁芭蕾舞团
青少年芭蕾舞团将正式成立，并在
沈阳盛京大剧院表演世界经典剧目

《胡桃夹子》。
这可是每个人手里都握着国际

大奖证书的演员群体，靠什么保持
这支队伍的稳定呢？曲滋娇说：靠
待遇留人，更靠感情留人，辽芭就像
一个充满亲情的大家庭。还有一点
同样重要，靠舞台留人。演员最大
的成就感是在舞台上，我们不断推
出新作，给演员展现才华的机会，这
也许是更吸引他们的地方。

3这是一支带着艺术气息的“部队”

《花木兰》的海报上，是一位着
铁灰色铠甲、手持弯弓的女战士形
象，英挺的气质中蕴含着女性的柔
美与坚韧，这正代表了这部作品的
核心气质：唯美浪漫与阳刚大气的
交融。

创作者的初心，最终还要靠演
员的实力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花木
兰的扮演者于川雅回忆起创作的过
程，以“挑战巨大”概括：“演了很多
西方作品中的公主，得知要塑造一
个中国女性形象是很开心的，但没
想到难度这么大。”

挑战至少有三重。第一重挑
战，来自于“花木兰颠覆了我对芭

蕾舞台上女性形象的固有想象。
她不是公主，不是天鹅和睡美人，
她不只有女性的柔美，更有战士的
强壮和英武”。为此，在数月的排
练过程中，于川雅和男演员一起做
跑步、俯卧撑、举重等基本功训练，
让舞台上的花木兰展示出阳刚的
一面。

第二重挑战来自于长达十余
年的年龄跨度和身份变化。“刚出
场的花木兰只有 14 岁，要表现出小
女孩的天真烂漫。初入军营，她是
一名柔弱的小兵，经历战火后又成
为坚强的战士。回归田园，穿回女
儿装，又要表现出一个成熟女性的

风韵和历经沧桑的样子。”而在这
其中，最难表现的就是木兰与李朔
将军的情感纠葛，“李朔是她军旅生
涯的领路人，是同生共死的战友和
兄弟，也是她的心上人，可李朔对她
的女性身份是完全不知情的。他
们的双人舞，在李朔是战友情、兄
弟情，在木兰又隐含着无法言说的
爱情，这份细腻与分寸感必须拿捏
得恰到好处。”

最后一重挑战来自于这部舞剧
独有的中国古典舞与西方经典芭蕾
元素的有机结合，“传统的芭蕾训
练，老师教导我们要像豆腐块一样
横平竖直，可中国古典舞的每一个

线条都是圆润的……”
于川雅所经历的这些挑战，同

样施于出现在舞台上的每一位舞
者。男主角张海东的体会与于川雅
如出一辙：“我演的李朔将军，不是
西方经典芭蕾舞剧的王子，也不是
斯巴达勇士，而是我们中国的英雄，
我把他想象成霍去病，‘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的少年英雄。”

总结起来，用芭蕾讲述中国故
事，这一追求不仅仅是技巧上的，更
有赖于所有创作者对中国文化、中
国舞蹈的深刻领悟和艺术素养，正
如一位专业人士对《花木兰》给予的
评价：“它姓‘芭’，也姓‘花’。”

2她是花木兰，不是天鹅和睡美人

核心
提示

从 2015 年开始立项，历时 4 年
精心打造，2018 年，辽宁芭蕾舞团
原创中国芭蕾舞剧《花木兰》面世。
7 月，《花木兰》在辽宁大剧院首
演。11 月 16 日、17 日，《花木兰》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连续演出两场，场
场爆满，一票难求。业界更是好评
如潮，评价其为“今年最好看的芭
蕾作品”。

这不是辽芭原创中国芭蕾作
品第一次获得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从《梁山伯与祝英台》《嘎达梅林》

《孔雀胆》《二泉映月》《末代皇帝》
到近年来的《辽河·摇篮曲》《八女
投江》，同样的盛况一再出现。

《花木兰》的成功，再一次提供
了解读辽芭长盛不衰的全新视角。

本版照片为辽宁芭蕾舞团原创中国芭蕾舞剧《花木兰》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