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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视野

2023年，新国风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

“火了”，陈丽君、李云霄成为互联网时代造就

的戏曲“流量”新星，这股火爆的旋风一直持续

到2024年。新年伊始，陈丽君、李云霄登上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

舞台，为大家带来新版《梁祝·草桥结拜》的表

演片段，充满古典意蕴的扮相和婉转绮丽的演

唱令广大观众大饱耳福眼福。“君霄组合”代表

越剧站在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得以被更多观

众看见。

除此之外，他们还成为各大电视台的“新

宠”。《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二人饰演的焦仲卿

与刘兰芝出现在“天下客栈”中，一身红衣喜服的

新婚装扮令无数粉丝感叹“终于圆梦”；在《2024

河南卫视龙年春晚》8分钟的片段里，“君霄”先

化身成为解锁“戏曲盲盒”的顾客，串联起整场表

演，最后又回归戏内，身着素衣，手持油纸伞，漫

步桥上，挥舞手中的水袖，演绎了白娘子与许仙

的前世今生；《2024东方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中，

陈丽君与演员鞠婧祎跨界合作《游山恋》，古老的

越剧声腔与流行音乐进行了大胆融合创新，细腻

的表演传达出美妙的意境；《百花迎春——中国

文学艺术界2024春节大联欢》更是将越剧《新龙

门客栈》直接搬到了晚会现场，将金镶玉与贾廷

在剧中的精彩片段进行了集中展示。这些晚会所

带来的曝光率维持着陈丽君和李云霄的“热度”，

也延续着业内对于新时代戏曲广泛传播的讨论。

在新媒体传播格局下，戏曲行业如何利用现代传

媒工具找寻到更为精准的受众和潜在观众，将网

络“流量”变为剧场“增量”，值得从业者进一步思

考与研究。

跨屏联动，出奇出新，积极拥抱
网络时代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廷信曾按传播形式将

戏曲划分为四个时代，分别是舞台传播时代、印

刷传播时代、广播影视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

代。媒介传播涌现出的一系列新的工具和手段深

刻影响着戏曲的传播样态，其传播方式、传播能

力及传播效果与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密切

相关。长期以来，以图像为媒介的电视节目是戏

曲传播的主阵地，受到移动互联网的影响，各类

电视节目也开始寻求从“大屏”到“小屏”的联动，

不断有效延伸触达边界。

过年期间备受广大戏迷关注的“春戏晚”（春

节戏曲晚会）已经开始主动拥抱时代变化，在思

想、艺术、技术的融合传播上不断创新，努力打造

戏曲表达全新样态。以近 3年的春戏晚为例，

2022年首次推出春戏晚新媒体衍生节目《年年

有戏》，以综艺真人秀形式呈现素人学戏和老师

教戏的过程，用短平快的“小屏”呈现带动专精美

的“大屏”播出，开创了大型戏曲晚会与新媒体有

效结合的新样式。2023年则首次将晚会主场移

至户外，选择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戏曲形

态——南戏的诞生地浙江温州进行录制，以电影

的叙事手法推出的《绝》《薪火》等节目，还主动在

新媒体端开设“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有我在”等相

关话题，吸引戏曲剧团演员和戏曲爱好者参与其

中。2024年除延续去年户外实景录制模式外，还

开通手机“竖屏看春戏晚”的观看渠道，并借助直

播访谈、探班短视频等形式，以更出彩的细节、更

流畅的切换和更精致的画面，充分满足当下年轻

观众的观看习惯和审美偏好。另外，今年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还首次携手抖音打造了新

春戏曲晚会《戏韵玲珑夜》，先后在抖音直播间、

央视频和央视戏曲频道播出，充分兼顾网生新戏

迷和传统老戏迷，实现跨屏联动。

此外，山东卫视《戏宇宙》第一季、第二季，湖

北卫视《戏码头》等戏曲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在

内容策划和传播模式上不断出奇、出新，积极探

索戏曲艺术融入当下生活的新路径、新方式，呈

现戏曲表达新样态，受到了广大戏迷的欢迎。

实现传统艺术、现场艺术与网
感的有效融合

如今，直播与短视频已经成为戏曲融入信息

化传播浪潮的重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戏

曲艺术的传播方式和表现模式。近几年来，“云直

播”“云展演”等互联网线上演出成为很多院团和

演员面临特殊情况时的“仓促之举”，但这也变相

督促戏曲从业者加强互联网传播知识的学习，将

网络直播间当做“云舞台”“新舞台”，将网友的点

赞和打赏视作“新戏票”“新收益”，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也收获了大量的“新观众”，吸引了“新戏

迷”。2023年来，线下演出逐步常态化，作为现场

艺术的代表，戏曲想要利用互联网发掘更多潜在

观众，就必须要了解和掌握当今新媒体环境下的

信息传播规律与年轻受众喜好，发挥自身特色优

势，实现传统艺术、现场艺术与网感的有效融合。

如今，各大短视频平台无疑是戏曲需要开掘

的新土壤。以抖音为例，近年来，曾先后推出

“DOU有好戏”计划、戏曲直播节目《名角DOU

来了》和2023抖音戏曲文化节等多个项目。相关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抖音直播了超过3500场戏

曲精品演出，覆盖超280个戏曲剧种，超680个

戏曲曲艺院团入驻其中进行直播，逾30个稀有

剧种院团通过直播打赏获得新收入；戏曲主播共

开播415万场，平均每场6000人次观看。根据

《2023抖音非遗数据报告》，截至2023年5月，在

国家级非遗演艺类项目中，越剧、黄梅戏位居直

播打赏“票房”收益前三；“00后”已成为京剧的

主要受众。可见，随着更多元的看戏方式被激活，

常被冠以“高雅艺术”“非遗文化”的戏曲也逐渐

摘下神秘的“面纱”，以更为平民化、日常化的样

貌，悄然融入大众的生活。

当然，用短视频推广戏曲的“传播路”并不好

走。我国的戏剧剧种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演

进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表演语汇、流派风格和审

美标准，表现手段高度成熟，表演技艺日臻完善，

通常一段唱腔都要几分钟，古典细腻的程式化表

演更需要慢慢去品，这些无疑制约着戏曲在短视

频赛道的速度。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多戏

曲人敢为人先，通过认真体察网生代观众和粉丝

的审美习惯，学习拍摄知识与直播技巧，不断调

整自己的运营思路，在戏曲传播中率先实现了

“突围”。

全网累计超900万粉丝的果小菁是深受年

轻人欢迎的戏曲自媒体博主，从小学习京剧表演

的她，13岁时就曾获中国戏曲“小梅花”金奖。

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机缘巧合之下她开始拍

摄戏曲变装视频，在长期的摸索中，她尝试用短

视频拆解京剧文化，采用“戏说”的方式讲述京剧

历史，把京剧演员的卸妆环节拍摄成“沉浸式卸

妆”体验，受到年轻网友的热捧。网络成为她发

挥才能、展现本领的大舞台，也实现了戏曲年轻

化传播。

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索明芳自2022年

5月开始注册新媒体账号，至今已发布200多个

视频作品。“用京剧唱腔翻唱《青花瓷》是什么味

道？”“生活中见到帅哥和戏曲中见到帅哥表现有

什么区别？”在她的账号里，网友可以了解戏曲舞

台上常见但又叫不出名字的道具，观看演员化

妆、勒头、换服装的全过程，最近她又开始通过

“说唱＋上妆”的方式，集中展现戏曲中的西施、

貂蝉、杨玉环、王昭君这“四大美女”的舞台形象，

成功打破了戏曲固有的传播套路。

另外，今年在总台春晚与汪苏泷合唱歌曲

《为了美好》，并与群星演唱《难忘今宵》的国家京

剧院演员郭霄；在2024年跨年反串大戏《大溪皇

庄》中跳起“科目三”的上海京剧院演员鲁肃；因

教授戏曲旦角眼神表演而在网上被竞相合拍的

上海戏剧学院教师赵群……短视频成为戏曲艺

术新的播种器，撒下无数颗种子，孕育着新的希

望。大批剧场外的潜在观众得以被发现，广大戏

曲从业者走下舞台，走到人民身边，戏曲也在新

时代获得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守正创新，凝聚戏曲在新时代
厚积薄发的新动能

2024年 1月，《时尚芭莎》电子杂志在开年

之季，隆重推出了“中国戏曲特辑封面”，12个戏

曲剧种，12 出经典剧目，13 位领军人物，摄影

师将镜头对准各位艺术家，精准捕捉他们在表演

时的神态、表情、服饰和细节动作，用高清影像还

原戏曲之美。除了照片和视频外，编辑还在每一

期内容中配置了相关剧种简介、剧情介绍和角色

特征，尽可能展现出戏曲故事背后的传统与底

蕴。长期以来，戏曲往往被当做一种元素或符号

出现在各类流行文化中，“国潮热”“国风热”的背

后都能看到中国戏曲的身影。

随着戏曲变得平易近人、可感可亲，屏幕内

外的观众土壤逐渐丰厚，单纯的戏曲换装类视频

和戏腔歌曲翻唱类视频已不能满足资深网生代

戏迷，更多从业者也不再浅尝辄止，而是开始尝

试回归戏曲艺术本体，以表演和作品的“硬实力”

说话，以美感和技巧征服观众。戏曲传播不能一

味迎合市场，更不能误导观众，要守住技艺与传

统的“底线”，努力呈现中华文化中的真善美。火

起来的戏曲不会是一阵风，而是传统在新时代厚

积薄发的动能。这座深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宝库”，需要一代又一代戏曲人不断开掘、深耕。

古典戏曲的当代出圈：

将网络将网络““流量流量””变为剧场变为剧场““增量增量””
■杨茹涵

20242024春节档电影春节档电影：：

在春天出发在春天出发，，为滚烫梦想续航为滚烫梦想续航
■■何 美

■青观察2024年“史上最长春节档”热映8天。据国

家电影局2月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2024

年春节档电影票房达80.16亿元，创造新的春节

档票房纪录，观影人次为1.63亿。质量上乘、话题

火爆，叫好又叫座、迎来开门红，扶老携幼合家

欢、鼓舞龙腾观影热，场次突破383万场，引领新

年票房突破100亿元，展现出我国电影市场的强

劲复苏与文化产业的龙头效应。

“热辣飞驰”欢喜过年

春节档影片中8部在大年初一集中上映，且

多部影片开分高企、含“喜”量高。《热辣滚烫》累

计票房突破27亿元，《飞驰人生2》票房突破24

亿元，《熊出没·逆转时空》《第二十条》票房均约

14亿元。中等规模制作占主导，10亿＋的票房

“黑马”从往年两三部升至4部，成绩来之不易。

讨巧的喜剧片继续当道，彰显春节档欢喜定

位。中国春节的“团圆”属性使得春节档的大部分

影片是广义的“合家欢”，《你好，李焕英》《奇迹·

笨小孩》等喜剧片有以小博大的先例。数十家电

影公司纷纷将强项与档期属性相匹配，首选成本

低、摄制快、转化率高的现实题材喜剧电影。多部

作品吸引3人及以上结伴观影占比从往年不到

20%上升到了27%，家庭观众增长明显。市场意

识清晰，目标观众明确，市场前景可观。

龙腾虎跃的春节档有观众耳熟能详的“熟面

孔”。张艺谋继2022年《狙击手》、2023春节档

《满江红》与国庆档《坚如磐石》的双料冠军之后

再战春节档，《第二十条》以家庭温情喜剧打开现

实主义，走出法理困境；贾玲导演并主演第二部

喜剧片《热辣滚烫》，导演韩寒与演员沈腾、尹正

等原班人马推出真人版续作电影《飞驰人生2》，

体育题材励志喜剧已有多年群众基础；《熊出没·

逆转时空》则为“熊出没”IP的第十部大电影。老

将、新锐同台竞技，中国电影展现出人才辈出的

强劲生机。

小人物显影现实主义底色

“四喜临门”、“飞驰”而至、“滚烫”来袭，各有

现实主义底色，将镜头聚焦大时代下、平凡生活中

的普通小人物，立足人生拳击场或赛车道，扎根现

实生活，表达拒绝躺平、返璞归真的精神内核。

多部创作用心塑造典型人物。《第二十条》

里，挂职到市检察院的中年韩明一出场就是做和

事佬，一身便服说服“讨说法”的上访人群。在公

交车骚扰、王永强农户一家被侵犯、校园霸凌等

三起案件中，面对公交车司机张贵生孤女的哭诉

“我爸见义勇为错了吗”、郝秀萍为护狱中老公和

女儿娟娟而决然跳楼、李茂娟为护儿子冲动打人

而被拘留、检察官吕玲玲质问“你觉得这些都对

吗”，焦头烂额的韩明一次次往返于情与理、道德

与法律、公序良俗与国家法制之间。对不服判决

的司机理性地就事论事，拿出事发当场的监控录

像逐帧按法律条文分析，对打伤校霸但拒不道歉

的儿子，用扑克牌来比喻以循循善诱，这是情与

法的较量、家庭与社会的平衡，是职场“老油条”

却依然有理想主义的正义感，是对孩子的良心未

泯，是对法治社会良知的真切追求。“我们办的不

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作品没有站在道德的制

高点、化身为“正义使者”，而是勾勒人物“弧光”、

触摸法条温度，唤醒“沉睡”近40年的“正当防

卫”法律条款，这一司法涉案题材比《坚如磐石》

更具亲和力与社会辐射面。

“拳击挺有意思的，两个人打成那样，最后还

能抱在一起。”《热辣滚烫》以串珠式的叙事结构

清晰展现主人公杜乐莹的人生逆旅，以肉身炼成

武器，对生活挥出重拳，在春夏秋冬的四季影像

中表达力量、形成共情。她的轻声细语从唯唯诺

诺变得清晰坚决、轻盈自信，习得自洽、自爱与自

强，在清白月色下轻快挥拳、独自淡定跑向有光

的远方，不愧是“李焕英的女儿”。贾玲前作写给

妈妈，露出温情软肋；新作送给自己，亮出坚毅硬

核。共情都来自真诚，如笑靥梨涡的独特辨识度。

《飞驰人生2》里，驾校教练张驰在充满坚石

和沙砾的赛道上老马识途，让只能屈居“老头乐”

车厂试驾的厉小海有回家、回到驾校的感觉，在

遵守规则、寻找铅封的故事里追求公平与清白。

而光刻车队及其背后重金打造的油电混动赛车，

主力不选最有能力的、只选最有钱的，“像张驰那

样的野生车手只会越来越少”。

在几部影片多次出现的镜子中，希望赢一次

的杜乐莹涅槃重生，也是贾玲脱胎换骨；42岁的

张驰和37岁一样目光坚定、5年前后的两车合

体，巴音布鲁克之王的“王”字展现三个变体——

“王”（荣耀与辉煌）、“土”（底气与根本）、“干”（实

干与拼搏）；《红毯先生》里刘德华演绎的过气明

星刘伟驰看到人生如戏、互联网时代分身乏术，

《我们一起摇太阳》是导演韩延“生命三部曲”的

终章，也是其最成熟的电影，展现患者在人生困

境中坚韧地向阳而生。

影评人戏称《熊出没》系列为春节档的“盈亏

线”，凡票房超越之即能保本，成为档期的赢家。

从2014年初登大银幕起，《熊出没》每年一部，以

熊大、熊二和光头强如孩童般的视角，讨论诸如

自然环保、留守儿童、离乡返乡、太空计划、人工

智能等具有时代感的热话题，系列影片稳居档期

中游，十年累计收获超71亿元票房。在春节档，

能十年如一日保持中上水准、保持IP热度，是非

常珍贵的成绩。在第十部《熊出没·逆转时空》中，

光头强走出狗熊岭、成为都市大厂的打工人。影

片以平行宇宙的形式深情回顾前作，在高潮戏份

将十年来的重要角色集结一堂，这些都贴民心、

暖人心。

中国电影与文化产业续航

春节档观影人群处于返乡热潮中，时间周期

多为7天，高度体现三四线城市观影趣味，档期

票房往往超过 60 亿元，产出全年总票房的

10%—20%，是全年电影票房最集中、竞争最激

烈的时段，也成为行业观察的第一切口。龙年春

节档平均票价低于50元，相较去年春节档52.3

元及2021年“史上最贵春节档”有明显下调。从

国家电影局到北京电影局等地方管理机构提供

了累计超1亿元的优惠补贴，购票平台也投入力

度推广。场均人次及上座率同比上涨，让利引流

效果显著，形成“返乡观影”“边游边看”等新趋

势。潍坊、保定、南通、徐州等城市的春节档票房

增幅颇大。三、四线城市票房份额达到54%，高于

去年的50.1%。

回望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取得549.15亿

元年度票房、12.99亿观影总人次的较好成绩，成

为全球电影市场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也为2024

年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的持续向好夯实地基。

2023年73部片子票房过亿元，国产影片占到50

部、包揽前十，且11部影片票房突破10亿元。电

影重新回到文化行业的中心位置，为大众提供文

化享受、凝聚精神力量。龙年伊始，火爆的春节档

如画龙点睛，显示出中国电影蓬勃的生机，也是

文化产业火热的缩影。

而在春节档票房市场一路“热辣滚烫”的同

时，从2月14日至17日即正月初五至初八，《我

们一起摇太阳》《红毯先生》和动画片《黄貔：天降

财神猫》《八戒之天蓬下界》共4部影片宣布退出

春节档，表明竞争加剧、门槛提升乃至“冰火两重

天”。半数影片日排片占比均不足10%，撤档实属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反映出电影市场的不确定

性和风险性。这也提示需宏观把握影视市场发行

与文化产品消费规律，最大程度获取主流观众的

主流价值观的主流认同，以口碑发酵、密钥延期、

长线营销等萃取对电影行业的共识价值。

春节档的供给需要更强的竞争力和更精准的

定位。而近年端午档、中秋档以及非节日档期票房

占比进一步下降，折射整个行业愈演愈烈的“档期

依赖症”乃至“头部档期依赖症”。新年前后的《破

战》《金手指》《潜行》及往年春节档周星驰的《新喜

剧之王》、成龙的古装片《神探蒲松龄》等也引人继

续关注港片的前路。资本“寒冬”造成的产业困顿、

流媒体对人们观影习惯的重塑、电视荧屏和移动

端剧集及微短剧对注意力的分化与稀释等，挑战

着多屏时代的电影本体、电影性与艺术作品、文化

产品的品质。2023年12.99亿观影人次的数量远

低于 2019 年的 17.3 亿、2018 年的 17.17 亿和

2017年的16.22亿。全年观看6部电影以上的核

心影迷从2019年的2230万降到2023年的975

万。一段时间以来，原创内容池枯萎的窘境、短平

快的运作模式、喜剧类型或当代题材的单一、“撤

档”“盗摄”冲上热搜，无不提示在题材供给、类型

开发、慢工细活、档期宣发、观影文明和衍生文创、

产业链等方面还有众多进步空间。

新的一年，在政策的鼓励下，在消费端和生产

端的推动下，影市回暖的速度将继续加快，整体向

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电影有足够的应变能力

和内生动力，腰部和中小体量影片拥有了更大的市

场空间，已经在春天“续航”出发，正从“头重脚轻”

走向“挺胸昂首”，让更多观众看电影从“过年”变为

“过日子”，走向更加均衡与丰富的“新常态”。

（作者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研究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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