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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文化产业传承与市场发展
——以南昌采茶戏为例

樊安娜　曹冰冰　刘莎莎　江凤香

西安培华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125

【摘　要】近年来，基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传统戏曲文化产业传承与发展很重要，本文主要以南

昌采茶戏为例，研究戏曲文化产业传承与发展。各种多元文化相继涌入，采茶戏等传统戏剧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它们

需要与市场需求对接，加强产业化发展思维，传承与发展，创新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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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悠久的文化遗产

之一，拥有丰富的历史和多样的表演形式。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原本繁荣的戏曲市场逐渐没落，其中有其跟不上

时代的发展，一直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的原因，也有如今

文化市场繁荣，供观众选择的表演节目增多的原因，演唱

会、小品相声、音乐剧等节目的涌现，不断挤压戏曲的

市场，戏曲文化要以新思维，加快产业化发展。本文以南

昌采茶戏为例，来分析我国地方戏种的发展现状，在弘扬

地方特色文化时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

路，来唤起人们对地方戏的重视，从而激发起全民族、全

社会来大力发展地方特色戏曲文化产业。

1　戏曲文化产业之南昌采茶戏现状

南昌采茶戏是江西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采茶戏之一，

是中国传统戏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采茶戏是由劳动

者在采茶时唱山歌口口相传而来，距今也已经历了三百

多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历经曲折，披荆斩棘，

终于在1953年正式成立了南昌采茶剧团，南昌采茶戏至

此踏上了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建立了专业的团队，确定

了固定的排练场所，制定了系统的管理制度。南昌采茶

戏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逐渐向现代大戏靠近，标志着

南昌采茶戏的拉开了新的序幕，南昌采茶戏的发展从而

进入了全盛繁荣时期。

但如今南昌采茶戏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许多年轻人

甚至没听说过，只流传于年龄比较大的长辈之间。首先是

由于当今时代信息大爆炸，并没有多少年轻人能够沉下心

来欣赏本地的地方特色戏曲，基本上都被网络上的流行音

乐、短视频等所吸引。此外，如今互联网快速发展，南昌

采茶戏并没有跟上潮流，搭上网络顺风车，导致传播方式

单一且局限。并且南昌采茶戏剧团人才短缺，一个剧团仅

有几十人。通过研究发现，南昌采茶戏的演出场次每年超

过百场，但基本上演出形式都是基层公益演出、指令性演

出和无偿交流演出，缺乏艺术节演出、租场演出、交换演

出季和演出商邀请等其他演出形式，演出效益较低。因此

在当今文化市场不具备竞争优势。

虽然如今南昌采茶戏的现状并不乐观，令人担忧，但

南昌采茶戏也在尽自己所能改善现状。首先南昌县采茶剧

团在2022年入驻抖音短视频平台，如今也已经有2.7万粉

丝，官方经常发布剧团的日常生活以及表演现场，让更多

人了解南昌采茶戏，并且当线下演出时，通常会开通线上

直播，线上线下共同宣传南昌采茶戏。其次，南昌县采茶

戏推出“周周演”活动，每周末为市民表演一场南昌采茶

戏，市民到场免费领取门票，便可畅享采茶文化“大餐”

。并且剧团演出不仅考虑年龄大的老人，经常“送戏下

乡”，给乡村老人带来福利，而且为了让更多年轻人知晓

南昌采茶戏，还选择在原城纪、万寿宫等景区进行演出，

开创“戏曲进景区”模式，扩大宣传力度。

当然，当前南昌采茶戏仅迈出了一小步，为了弘扬戏曲

文化，让南昌采茶戏家喻户晓，仍然得深入研究其发展过

程中的问题和原因，再思考传承与创新的策略，不断向前

大步迈进，推进其产业化发展。

2　戏曲文化产业之南昌采茶戏传承存在的问题

现如今，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的

大潮中，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正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势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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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

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

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等问题。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发展成为我们民族处在大的社

会转型期所面临的重要而又急迫的问题。重视传统文化，

在传承的基础上吸取精华，弘扬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体

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针对南昌采

茶戏的传承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2.1　人才流失问题

南昌采茶戏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人才流失问题， 

由于现代化发展，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去城市工作，

导致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数越来越少。这是南昌采茶戏继续

健康走下去的关键之一。“如何增强青年演员的专业能

力，让他们肩负起传承南昌采茶戏的重任，是我们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

魏筱妹，1947年生于南昌县八一乡，南昌采茶戏传

承人，曾担任南昌县采茶剧团团长名誉团长以及艺术顾

问。2022年8月，2021年度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传承活动评估为优秀。她说道：“宝刀不老固然可

喜，但后继有人更为重要的多。”另一方面，创作人才的

紧缺也是阻碍剧团发展的一大难题。“《祥林嫂》、《刘

胡兰》、《槐树庄》、《花轿记》是我们的传统剧目，然

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基于传统剧目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为

观众带来新曲目。我们可以选择从其他地方迁移剧目，但

我们必须得有专属于自己的戏。”

2.2　市场需求问题

其次是市场需求问题，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不仅影响

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也影响了传统文化产品的发展。除此

之外，还遭受到了现代化挑战，这种现代化的挑战不仅影

响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也影响了传统文化的发展。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期起，由于各种各样不同的戏曲表现形式的

崛起而带来的挑战和竞争。曾经繁盛一时的采茶戏也进入

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期。南昌采茶戏迎来的是与新时代潮流

竞争舞台的巨大挑战。它的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

挑战是人才的脱节，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从

事于南昌采茶戏的工作人员的减少现象愈发明显，许多专

业的员工对工作现状感到不满于是开始大批量地转行，而

当今优秀的青年艺术者对于传统戏曲的传唱并不了解且信

心不足。第二个挑战是团体深陷财政危机，在市场萧条之

际，剧团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自主运营并改善运营，无法获

取尽可能多的表演所需的设备和服装升级，舞美迟迟没有

创新，设备更是落后，这也导致南昌采茶戏难以得到很好

的传承与发展。

2.3　产业发展分化趋势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非物质文化产业呈现出了明显的

分化趋势，一些知名品牌和企业实现了品牌价值和市场份

额的提升，而南昌采茶戏戏剧团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

限制，生存困难。

3　戏曲文化产业之南昌采茶戏的创新发展与市场推广

策略

南昌采茶戏自形成以来，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别具

一格，成为江西最具代表性的采茶戏之一。但如今南昌采

茶戏正面临戏剧演员青黄不接，市场规模萎缩等问题。本

人对目前南昌采茶戏的发展现状及传承问题进行了分析梳

理，对采茶戏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提出对策。

3.1　南昌采茶戏的创新

长期以来，很多人包括本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南昌

采茶戏作为地方戏种，并且使用方言演唱，只适合在南昌

地区繁衍生息，或者江西境内有所影响，想要走出江西，

几乎很难实现，但其实这是一种因循守旧，保守狭隘的思

想。放眼看看今日的京剧、豫剧、黄梅戏等等，不仅在国

内发展日益繁荣昌盛，在国际上也已经有了非凡的影响

力。尤其是京剧，积极与世界音乐融合发展，诞生了今天

的交响京剧，如《杨门女将》、《梨花颂》、《大唐贵

妃》、《满江红》等等，交响京剧《京剧幻想》中的伴奏

乐器未使用一项中国民族乐器，皆采用交响乐队配置，在

大洋彼岸的美国上演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让外国人领略

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或许很多人会担心，创新会改变

采茶戏原有的面貌，变得不是采茶戏了。但其实创新并不

是改头换面，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我们应该处

理好创新与继承的关系，在保持其宗和本源的基础上更好

地让地方戏有广阔的施展舞台。另外，在南昌采茶戏剧情

上，可以编创展现现实题材、现代主题的戏曲故事。，编

导和编剧不应该闭门造车，应该深入人民、扎根生活，探

索丰富剧目的题材，让创作题材与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的血

肉联系在一起。保留完全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以外，注重现

实题材、现代故事的开掘，尝试用戏曲表现现代故事，或

者用传统故事表现现代精神。一首优秀歌能够成就一名歌

手，同样一本好的剧本、一个好的人物角色也能成就采茶

戏的成功。从前南昌采茶戏所演内容都是发生于南昌的真

实故事。如今我们依旧可以深入民众生活，挖掘新的故事

来进行改编。众所周知，南昌不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更拥有着浓厚的中国红色文化。如此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可以利用起来，将南昌战役、南昌起义等作为故事大纲，

由南昌采茶戏剧团进行二次创编，最终以南昌采茶戏的形

式表演出来，既能更新南昌采茶戏的剧目，又能传播勿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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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珍惜和平、守望相助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积极思

想。如此结合现代及当地红色文化元素，打造有新意的新

剧本，可以提高年轻人对戏曲的兴趣。让南昌采茶戏与南

昌旅游业实现共赢；

3.2　传承上的创新

人才是戏曲事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戏曲艺术薪火相

传、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目前南昌采茶戏的传承完全靠

的是师傅带徒弟，从下腰、云手、走边、趟马、圆场、唱

腔等等，都是一板一眼的教学，师傅唱成什么样演成什么

样，徒弟就学成什么样，完全没有个人风格可言，这种教

学方式作为现代年轻人是很难领悟到采茶戏的精髓。以

前的教学条件有限，没有留下曲谱和音频资料，学习全凭

现场教学，缺少前人总结的经验资料，艺人们的演唱技巧

方面的资料几乎是没有。因为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目前

留存的资料，大部分都是近代的一些关于剧本的文字资料

和现代经常上演的剧目的曲谱，并且因为思想相对封闭保

守，怕别人偷师学艺，故不外传，造成采茶戏的教学不系

统、不科学。必须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建立健全教学体

系，把采茶戏的教学纳入到地方学校教学中去。积极推进

南昌采茶戏进校园，让南昌采茶戏进入小学、中学课堂，

以此加强学生们对其深入了解，培养学生们对南昌采茶戏

的兴趣，培养更多潜在的受众。积极推进南昌采茶戏剧团

与艺术院校进行人才培养合作，艺术院校设立南昌采茶戏

的专业，并配备专业的南昌采茶戏演员作为老师，对学生

们进行专业教学，发现学生再延长表演时的个人风格，精

准培养人才。同时，可以在校园搭建戏台，开展南昌采茶

戏的比赛，有利于在比赛的过程中发现人才。

3.3　传播方式上的创新

对于戏曲，传播和传承同样重要。目前，南昌采茶戏

剧团还是将主要受众放在了老年人身上，但是据调查发

现，年轻群众对传统戏曲的接纳度也并不低。未来世界的

主宰就是年轻人，如果不能吸引年轻人，那如何传承下去

呢？媒体宣传与传播是文化传承不可缺少的重要方式。文

化领域有许多优质内容，但缺少优质传播，尤其是当下基

于新媒体的传播。在戏曲领域，问题尤其突出。抖音、快

手等短视频APP此刻正影响着现代社会的许多人，尤其是

年轻人。2022年4月14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DOU有

好戏”计划正式推出，据了解，该计划将通过加强流量扶

持、打造线上节目、提供专业培训等方式，全方位助力戏

曲行业，传承弘扬传统戏曲文化，短视频直播将为戏曲行

业打造第二剧场。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快节奏的生活

让人们的空闲时间呈现碎片化的特点，而短视频则以其简

洁、速度快、内容丰富而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南昌采茶

戏剧团可以认证官方的短视频账号，拍摄2-5分钟的精彩

片段或有关南昌采茶戏的服饰文化、演出花絮等吸引短视

频用户的兴趣，再辅以直播的形式表演完整的剧目发挥“

第二剧场”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开通直播打赏功能，不仅

能更大面积的传播南昌采茶戏，还能为南昌采茶戏可持续

发展创造资金。综艺节目一向是电视节目创新的重要阵

地，这里有说学逗唱，有喜怒哀乐，也有知识观的传达与

再造。当下综艺节目发展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文化类

综艺节目中的中国文化特性得以不断张扬，“想象的共同

体”得以在这个场域成立，最终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知识观

体系输出，使得综艺节目走出娱乐“丛林”，走上一条风

光无限的创新之路。2022年综艺节目《戏宇宙》定档山东

卫视、微综艺《台柱子》等对戏曲文化的生动诠释和创新

传承。除此之外还有《戏曲中国说》《最美中国戏》等优

秀作品。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不断增高，我国传统文

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综艺类节目自

觉承担起宣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责任，各类娱乐性质的真人秀节目也纷纷加入行列。近年

来大热的《奔跑吧》、《极限挑战》等节目因其节目嘉宾

自带话题度、流量高、综艺感强，收获了大批年轻观众。

许多年轻人会因为节目中的某一个嘉宾是自己的偶像而成

为节目的观众。在这类节目上向年轻人宣传传统文化或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效果更佳。南昌采茶戏剧团或者地方

旅游局可以抓住机会向这类节目伸出“橄榄枝”，实现共

赢。南昌市市政府牵头，在各大景点搭建戏台，文旅局进

行宣传造势，南昌采茶戏剧团进行演出。设计制作南昌采

茶戏相关的纪念品售卖，同样可以为剧团创收。发展文创

产品，如陶瓷娃娃、壁画等，在网络上售卖，丰富它的传

播途径。

4　结论

总而言之，南昌采茶戏类戏曲节目的电视、网络播出以

及线上线下演出活动的推动，戏曲市场要盈利模式也逐渐

多元化，进一步推动了市场规模的扩大，戏曲文化产业得

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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