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实习记
者 耿文婧）6月22日，北方昆曲剧院
通过网络平台向观众展示推介传统

折子戏《孽海记·思凡》。

公开资料显示，昆曲折子戏《思

凡》是《孽海记》中的一折，全本的《孽

海记》已轶，仅保留了《思凡》与《下

山》两出仍在舞台上流传的折子戏。

其中《思凡》一折，唱做并重、载歌载

舞，整出戏一人演到底，是非常能考

验表演者功底的一段，所以戏曲界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一说便由

此而来。

其中，《思凡》一折是昆曲表演

艺术特色的典例，它没有复杂的故

事情节，但人物情绪细腻多变，一场

戏囊括了喜怒哀乐各种情绪的转

换。剧中色空不甘空门寂苦，冲破佛

门戒律扯破袈裟逃下山去。她的苦

闷、彷徨以及最后义无反顾冲破封

建礼教的决心，都要通过表演者的

唱念、手眼、身段层层渐进地表现出

来，以揭示人物内心与外在互为映

衬的复杂心路历程。《思凡》一折也

是北方昆曲剧院第一任院长韩世昌

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经过北昆几

代人的薪火相传，依然饱含着“韩

派”艺术的独特魅力。

而此次北方昆曲剧院展示的《孽

海记·思凡》，则由该剧院优秀青年演

员、国家二级演员马靖出演，并在剧

中扮演色空。据悉，马靖师从乔燕和、

梁谷音、张毓雯、史红梅、魏春荣、杨

凤一、张继青等昆曲名家，曾获2007

年文化部全国优秀青年演员展演“优

秀表演奖”，并于2010年获21届戏曲

白玉兰奖新人配角奖。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在这段停

演时期，北方昆曲剧院充分利用网络

平台保持与观众的联系，其中在6月

12日，北方昆曲剧院则刚刚在快手和

陌陌平台完成了以“云游北昆看‘网

戏’”为主题的网络直播，这也是该剧

院的首次网络直播互动。此外，北方

昆曲剧院还通过网络平台展示了包

括传统昆剧《续琵琶》《白兔记·出

猎》、经典剧目《牡丹亭·游园》、新创

昆剧《赵氏孤儿》以及原创昆剧《李清

照》在内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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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评剧院线上再现《杨三姐告状》经典名段

打破市场局限 非遗传统表演花式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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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昆曲剧院
云赏传统折子戏《孽海记·思凡》

“触网”上新

“云游非遗”线上推广活动引发了当下

的非遗热潮，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抖

音、快手、哔哩哔哩、酷狗、微博在内的八大

网络平台联动下，1000余部非遗传承纪录

影像、非遗题材纪录片进行公益性展播。

作为非遗中的重要一部分，中国传统

表演艺术近年在互联网上的身影愈发活

跃。中国戏曲、木偶戏、皮影戏、杂技表演、

中国民乐、中国曲知艺以及少数民族的舞

蹈和戏剧等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中的精品，

都在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进入到观众的视

线中。如粤剧名家黎骏声在抖音分享艺术

心得，收获了观众超过1000条评论，国家

二级演员陈韵玲也通过直播为观众献唱，

粉丝点赞量已经超过7000。

“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

空，恰便似嫦娥离月宫……”京剧唱段《贵

妃醉酒》观众们都非常熟悉，它是剧院京

剧表演备受欢迎的观演节目。而在影视剧

《鬓边不是海棠红》中，第一集就出现了这

首曲目的演唱声音，让观众很快进入京剧

文化的氛围中。在该剧相关观众评论中，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不乏“重新认识京剧文

化”、“电视剧让我加深了对京剧演员的理

解”等评论。

“能在互联网平台上看到非遗传统表

演艺术是一大惊喜，对于我们比较年轻的

一代来说，可能很少有渠道会接触到民族

戏剧演出或者其他传统表演，甚至之前都

不会有去剧院观看演出的经历。当这些传

统表演转到互联网上时，这种观看形式更

便捷，更符合我们现在的娱乐消费方式。”

观众陈女士如是说。

融合尝试

事实上，早在四五年前，将演出视频录

像放到线上已经成为非遗传统表演尝试互

联网传播的最初形式。但经过互联网传播

方式的迭代，传统表演已经不再单靠已有

内容在线上吸引观众，而是通过各类型的

跨界融合，谋求出圈之道。

在3月27日演出界庆祝世界戏剧日期

间，网易旗下端游《逆水寒》推出过国粹戏

曲玩法，开发组特别邀请了国内戏曲界的

顶级大师、戏曲最高奖梅花奖得主孔爱萍

与施夏明、丛海燕、温珊珊、项李亚等多位

顶级戏曲艺术家共同献声，并通过动作捕

捉技术和音频制作技术，将戏曲大师们的

演出1：1还原，让玩家可以通过游戏中的戏
台欣赏到原汁原味的昆曲、越剧《牡丹亭》、

《梁祝》等国粹表演。

“《牡丹亭》、《梁祝》都是耳熟能详的戏

剧作品，我也曾经有幸在南京品味过孔爱

萍老师的表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

东老师对此表示，“但是没想到老师的唱段

身法和戏剧文化的魅力，还能以这样的方

式在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游戏里如数还原。”

这并不是戏剧跨界游戏的首例，早在

2019年3月，武侠游戏《天涯明月刀》也曾

与上海京剧院进行跨界合作，该游戏将人

物角色与京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融合，玩

家在该游戏的新版本中，不仅可以换上京

剧的戏服、戴上盔帽，还能化身为老生、花

旦等众多京剧角色，甚至登台演出。据此前

公开数据显示，上线当天游戏中的京剧主

题服饰已有近万人体验。

“热爱玩游戏的一代都是年轻一代，他

们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了解可能会比较少，

以年轻人了解的方式作为契机，对于传统

表演艺术来说，这是很好的‘蹭流量’机会，

能够更好地拓展受众群体，让更多人认识

到这些传统表演艺术。这对于非遗来说，是

有利于传承和发展的。”京剧演员陈诗芳表

示，“我自己也通过这些穿插戏曲元素的游

戏，通过再创作的方式做了一些视频进行

科普，现在有的视频播放量超过20万次，甚

至有看过的观众表示对京剧感兴趣，希望

我能够去进行教学”。

培育生态

正因为互联网、手机等已经成为现代

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传统表演艺

术力求以各样创新的方式出圈是助力非遗

传承的重要使命。

在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看来，以往

传统表演艺术大多数是线下现场演出为

主，针对此类型的演出消费大多数是一次

性消费，无法更好地体现出表演文化内涵

和价值。通过网络平台无视空间、时间的特

性，可以对传统表演的文化内涵进行更深

入的阐述。与此同时，在当下，对于不熟悉

传统表演的年轻一代潜在受众来说，网络

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远比线下推广有效。

据此前短视频平台快手的公开资料显

示，仅在2018年就有252万名用户在用快

手记录非遗内容，其中1164万条非遗视频

内容，累计共获得250亿播放量，相当于全

国平均每人观看18次，收获5亿次点赞。而

最受欢迎的十大非遗内容分别是秦腔、秧

歌、面人儿、豫剧、火把节、庙会、象棋、晋

剧、二人台。

与此同时，在面对复杂的互联网环

境，也有传统文艺表演者认为形成新的传

播生态时，也要更注重传统表演艺术的文

化内涵。

“有很多人可能为了博人眼球，在互联

网做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播时可能更注重噱

头，更注重效果而忽略了传统表演艺术的

文化本质，比如生搬硬套一些热点元素，这

其实会带来负面效益。面对现在愈发便捷

的传播环境，我觉得表演者应该更努力练

好基本功，去保证演出的艺术水平以及作

品的质量，以此为前提去拥抱新的媒介变

化，才能做好文化的传承，形成良好的生态

循环。”陈诗芳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云游非遗”线上推广活动让人们再次关注到非遗，同

时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非遗近年来也在主动尝试打破市场局限，并走上互

联网，让传统表演艺术与现代技术手段相融合，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如粤

剧名家在短视频平台开唱、虚拟偶像与戏剧大咖共同合作歌曲表演、综艺节目

穿插非遗表演元素、网络游戏引入戏剧表演等。利用互联网优势对传统表演艺

术进行创新设计与传播，已经成为非遗表演在新时势下的重要选择。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杨
菲）6月21日，中国评剧院通过微信公众号
向观众展示了评剧《杨三姐告状》的经典名

段“哭一声二丫头”，这也是中国评剧院持

续推出的“六十五载华章、经典名段回顾”

每日一曲活动。

公开资料显示，评剧《杨三姐告状》是

已故评剧创始人成兆才根据1918年滦县的

一个真实故事编写而成，后经很多前辈在

演出中丰富加工，几十年来一直在舞台上

广泛流行，成为评剧优秀的传统剧目之一。

同时，《杨三姐告状》也已成为中国评剧院

的保留剧目，包括新凤霞、赵丽蓉、谷文月

在内的几代艺术家不断传承演绎。

《杨三姐告状》以河北省滦县暴发户

高贵章的第六个儿子高占英，曾娶雇农女

儿杨二姐为妻为故事背景，高占英与大嫂

裴氏、五嫂金玉通奸，杨二姐苦口规劝，高

占英不听，反与裴氏、金玉及其族叔高贵

合同谋将杨二姐害死。杨三姐随母来高家

吊丧，发现情况可疑，便毅然要为杨二姐

报仇。杨三姐滦县控告，遭受了贪官污吏

百般刁难，断高家赔款了案。最后上告到

天津高等检察院，恰巧军阀出身的杨厅长

刚到任，沽名钓誉，立刻准诉，杨三姐报了

血海冤仇。

而此次线上展示的选段“哭一声二丫

头”，则是杨母在自己女儿杨二姐灵柩前

的一段唱腔。演唱者运用低音区的评剧

“搭调”起唱独辟蹊径，演唱中有哭泣，哭

泣中有诉说，悲哀之切动人心魄。“三眼”

板转“二六”板的叙事，声声血、句句泪感

人至深。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

评剧院虽然取消多场线下演出，但各项工

作均在稳步推进中，不仅策划推出了“隔离

不隔爱，评剧在身边”的主题线上活动，让

观众足不出户便欣赏到各式精彩作品，还

先后创作了歌曲《天使·英雄》及戏歌《九州

同心》《同心战“疫”》《防疫歌》等抗疫作品。

而在日前，中国评剧院“青春版”《无双传》

也已正式建组，并邀请了评剧表演艺术大

师、评剧张派小生创始人张德福担任艺术

顾问，“李派”亲传弟子、评剧表演艺术家、

梅花奖得主刘慧欣和入选文旅部“名家传

曲”项目传承人、国家一级鼓师张剑冰担任

传承老师，国家一级导演安凤英时隔八年

再次操刀，担纲该剧复排导演。

“梨园璀璨———全国地方戏曲展播月”开播
北京商报讯 （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耿文婧）6月22日，由中国评剧院、全国地
方戏演出中心主办，全国基层戏曲院团

共同参与的“梨园璀璨———全国地方戏

曲展播月”于“中国网正在上演云剧场”

正式开播。

据介绍，此次来自四川、黑龙江、山东、

甘肃、湖北、海南、江西、吉林、山西、福建、

陕西、江苏、贵州、西藏、广东共15个省市自

治区的21家院团均将参与其中。而活动期

间，“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网络平台”与“中

国网正在上演云剧场”每日推出一剧（周末

精彩双联看），包含川剧、龙江剧、柳腔、秦

腔、花鼓戏、茂腔、京剧、琼剧、淮剧、赣剧、

黄龙剧、晋剧、芗剧、豫剧、淮剧、黔剧、蒲

剧、藏剧、潮剧、吉剧等剧种39个剧目的演

出视频。

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网络平台自今年

3月推出首轮全国地方戏曲展播月“心在一

起”活动以来，受到不少观众的好评，总观

览量达2000余万人次。当时共邀请了包括

北京、上海、河北、湖北、广东、安徽、湖南、

江苏、山西、山东、福建、吉林、浙江、贵州、

宁夏共15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0家院

团，为观众带来包含评剧、汉剧、越剧、沪

剧、粤剧、梆子、秦腔、曲剧、黄梅戏、花鼓

戏、闽剧、婺剧等20个剧种，涵盖《王昭君》

《宇宙峰》《白蛇传·情》等40个剧目的演出

视频。

而此次推出的“梨园璀璨———全国

地方戏曲展播月”，也是在观众的热切

期盼下，继续推出第二轮活动。值得注

意的是，本次参播的很多剧种剧目都是

首次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网络平

台”上亮相。

观众宋女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今

年以来不少演出院团均通过线上的渠道展

现旗下的经典作品，包括抖音、快手等短视

频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官网等，均能同

步观看，缓解了自身无法线下观看演出的

遗憾，希望以后也能经常在线上欣赏到更

多的经典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