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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背景下秦腔的新媒体传播样式，能够有效提高新媒体
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作为秦腔的媒体传播人员，需要对新兴的
新媒体传播方式和秦腔的传播特点进行不断的探究和创新，方
能提高秦腔传播的广泛性。因此本文此次研究的内容对丰富秦
腔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具有理论性意义，对指导秦腔新媒体传播
的改革方式具有现实意义。

1、媒介背景下秦腔的现状

1.1 秦腔直播
起初秦腔的直播活动是戏曲从业人员率先开始进行的，最

开始是西安秦腔剧院易俗社“古调新声”在演播间邀请戏曲名家
进行戏曲片段的教授，“古调新声”还会通过映客直播将戏曲
名家教授的片段进行新媒体传播 [1]。陕西广播电视台在电视台自
有的“青春直播”和“陕西头条蓝直播”中邀请了许多戏曲节
目的主持人进行戏曲名家的访谈，还会上传一些秦腔剧场的演
出视频。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下，秦腔传播打开了新天地。
1.2 戏曲演员直播
自 2017年起，映客、快手等平台的普及，使得不少专业的

演员加入了秦腔直播的大部队之中。专业演员会将自己在全国
各地直播进行秦腔演出的台前幕后以直播的形式展现出来，促
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秦腔。在专业戏曲演员进行台前幕后直播
的过程中，秦腔表演的台前幕后角色走进观众的视野，如秦腔
演员、演奏员等，这种形式的秦腔直播以传播文化的方式吸引
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2]。戏曲演员偶尔会在直播间进行秦腔的
教学，不少人还采取了付费的交互直播，秦腔教学收获了十分
高的人气。
1.3 戏曲爱好者直播
在戏曲演员进行直播的过程中使得许多人对于秦腔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甚至不少观众成为了秦腔的爱好者，自发地进行
秦腔的学习。现在已经有不少秦腔的戏曲爱好者开始进行秦腔
直播，使得戏曲演员的秦腔直播得到了裂变式的成效。不少民
间秦腔爱好者在进行秦腔直播的时候演唱得非常传神，并且收
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戏曲爱好者的秦腔直播进一步提高了新
媒体宣传的传播范围。

2、媒介背景下秦腔的特点

2.1 舒展绵长
秦腔与其他戏曲一样，以演唱为主。从唱腔上来看，秦腔

的流线比较舒展，相对绵长，但是秦腔又不失声音婉转与动作
柔美。秦腔犹如古代的“大家闺秀”，给人一种大方舒服的感觉，
观者不会在观看秦腔时感觉小气、扭捏或者做作 [3]。

2.2 跌宕起伏
我们在进行日常交谈中可以发现语气、语调、语速的不同

往往会展现出不同的意思、情感，在秦腔中亦是如此。在秦腔
的演唱过程中，一般会运用不同的语调、语气表达剧中人物的
情感、处境、遭遇等。秦腔会根据剧情的起伏进行唱腔的变化，
或哀婉急促，或欢快舒缓。剧中人物在不同情节的心境起伏都
会在唱腔上体现出来，并不会让观看秦腔的观众产生千篇一律
的感受。
2.3 感伤幽怨
众所周知，秦腔的主要基调是幽怨、苍凉、感伤。正所谓

“艺术来源于生活”，秦腔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见证了太多的
人间悲剧，以至于不少秦腔作品都是反映某个时间段的悲剧现象，
为秦腔的感伤基调奠定了基础。观看者在欣赏一些专业秦腔演
员演绎得悲情表演时，通常会被其如歌如泣的苦音唱腔所感染，
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忍不住潸然泪下，因此秦腔又被称为“悲剧
艺术”。部分人认为秦腔的悲剧气息过于浓厚，不能为观看者
带来快乐，事实上这种想法是极为错误的，观众可以通过悲剧
对比感受到实际生活的幸福快乐 [4]。

2.4 唱腔浑厚
其实秦腔除了婉转动听的悲剧，还有许多唱腔浑厚、刚劲

的唱腔，因此有人将秦腔比喻成烈酒，认为秦腔可以给观看者
带来一定程度的感官刺激，又可以使观看者在观看过程中完全
沉迷于剧情中。当然也有部分人认为这部分秦腔是吼出来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以偏概全的看法，花脸演员的“吼”并非
是真正意义上的吼，而是秦腔独特的艺术形式，能够使演员将
剧情人物的豪放、刚烈鲜明地表现出来，能够使观者感受到剧
情人物在当下剧情的痛快。
2.5 朴实
相比于其他戏曲形式，秦腔更接近于实际生活。在进行表

演过程中，秦腔演员在演绎的过程中以自然的表演形式、朴实
不做作的表演方式、舒展的唱腔进行表演呈现，会给观众一种
很自然的感受，观众在进行欣赏表演的过程中甚至会生出身临
其境的感受。秦腔具有高度的生活化，使得秦腔在戏曲中属于
观赏性、艺术性较强的表演形式，易使观众投入在剧情之中。

3、秦腔的新媒体传播形式

3.1 影像形式
秦腔直播或者秦腔短视频主要以影像形式作为传播媒介，

通过声音与实时互动的评论机制，提高了直播人员与观看者的
良性互动，但是直播和短视频的传播相对来讲具有一定的随机
性 [5]。由于该媒介较为开放，可以为观者带来丰富的内容和多
样化的秦腔表演。

媒介背景下秦腔的新媒体传播样式及特点

【摘     要】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媒介背景下秦腔新媒体传播样式的重要性，通过提出一些改革的对策来提升媒介背景下秦腔新媒

体传播样式的质量，进而推动媒介背景下秦腔新媒体传播样式的创新发展。此次研究选用案例分析法，通过案例分析，为文

章提供一些事实依据。通过对媒介背景下秦腔的新媒体传播样式进行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秦腔新媒体传播样式的整体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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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微信公众号样式
秦腔在进行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共同助推下，吸引了大量

人的关注，其中不乏以秦腔为主题建立秦腔相关微信公众号的
运营者，部分运营者是秦腔的戏迷。他们在平时作为观众观看
秦腔演出，这部分运营者对于秦腔的艺术审美多数来源于自己
的生活体验，将自己观看后认为具有传播价值的秦腔进行编辑
上传，这是一种媒介传播的新方法 [6]。
在秦腔相关公众号的运营者中还存在一部分相对专业的群

体，不少秦腔演员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他们会在微信公众号定
期发布自己的演出信息以及演出中的部分或全部视频。

4、媒介背景下秦腔的新媒体传播样式的对策分析

4.1 构建新媒体秦腔传播体系
为了构建新媒体秦腔传播体系，戏曲表演单位需要率先建

立新媒体传播部门，以媒介传播的角度介入秦腔的传播与运营中，
使真正具有专业水平、正宗的秦腔在新媒体传播的秦腔内容占
据主要地位。各戏曲表演单位需要改变传统的运用模式，将新
媒体融入到秦腔的立体传播中。
4.2 构建新的秦腔传播社会群体
为了构建新的秦腔传播社会群体，各广播电视台、各演出

单位的新媒体运营人员、秦腔爱好者建立的自媒体运营账号可
以进行组团式传递信息，争取形成“秦腔新媒体传播媒介群体”[7]。
文化传媒组织需要引导多方秦腔参与者采用协作运营、共谋进
步的合作机制，有利于提高秦腔传播者的整体凝聚力。
4.3 探索秦腔的传播道路
为了探索秦腔的传播道路，秦腔在进行新媒体传播的过程

中需要将其建立成媒介融合的多样化传播体系。在秦腔保持陕
西特色的同时，需要为秦腔提高国际视野，运用新媒体进行秦
腔的跨国传播，将中国的秦腔文化逐步引向世界。通过秦腔的
大范围传播，可以让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年轻人通过新媒体进
一步了解秦腔并加深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
例如：崇实书院组织社会实践团队参加走访古城的活动，

想在走访中进行秦腔传播方式的创新，实践团队的成员沿着戏
曲大观园和何塞之间的路线进行秦腔之声的探寻，成员在探寻
过程中进行了“随手拍”活动，借助手机进行秦腔传播现状的
记录。通过新媒体视角进行秦腔传播方式的探索、创新。实践
团队为了对秦腔在乡镇中的传播现状进行调查，联系了何塞街
道的秦腔爱好者李奶奶，通过对李奶奶进行长达三个小时的交
流采访，实践团队了解到五十年前秦腔主要是以纸质戏本和戏
曲广播的形式进行传播。

经李奶奶介绍，目前镇上通过广播收听秦腔的人数已经大
幅度降低，现在一般都是在电视上进行秦腔节目的观看。因为
乡镇老人在智能手机的使用率上比较低，因此镇上用手机进行
秦腔观看的人数比较少。实践团队在征询李奶奶同意后将采访
视频进行剪辑上传到小红书等多个媒体平台，通过进行秦腔新
媒体传播的实践，有助于团队成员对于秦腔文化拥有更深层次
的了解。
4.4 生产新媒体秦腔
为了生产新媒体秦腔，秦腔需要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为秦腔设计一套专属的传播文化组合体 [8]。从而将秦腔派生出
符合秦腔艺术规律，又符合时代潮流的传播方式。秦腔在进行
碎片化、民众化的传播过程中，拥有许多新挑战、新冲突，但
是不可否认的是秦腔文化确实得到了显著的传播效果。文化传
播组织者需要在加强秦腔文艺形式和新媒体传播特点的有机融
合时，提升广泛传播中秦腔的审美内容。
例如：甘肃运用秦腔的舞台艺术进行中医文化的传播并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甘肃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秦腔表演形式
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使观众在欣赏秦剧的过程中接受健康知识。
甘肃省在秦腔舞台中上演绎了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现代秦剧《百
合花开》、宣传中医药历史文化的《医祖岐伯》、讲述针灸鼻
祖皇普谧生平的《皇普谧》。
甘肃省卫生厅宣传部负责人在采访中说明甘肃为了引导城

乡群众看中医、吃中药，发挥中医药在医改的作用，近年来甘
肃一直在运用多样化的舞台形式宣传中医药。甘肃省运用舞台
艺术进行医学知识的宣传，更容易使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之间
接受知识，能够有效提高卫生宣传的工作效率。

5、结语

通过文章的分析和研究得知，媒介背景下秦腔的新媒体传
播是推动秦腔广泛传播的有效手段。本文研究中提出的几点建议，
主要围绕秦腔，注重媒介背景下秦腔的新媒体传播形式才能更
好地提升秦腔的宣传力度，这对媒介背景下秦腔新媒体传播样
式的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秦腔不断新媒体传播下，
将会出现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作为秦腔的新媒体传播工作人员，
应重视自身传播能力的提升，进而为秦腔提供更为优质的新媒
体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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