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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秦腔的发展探究
——以短视频为例

李广奥    李  珊    陈宗仪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秦腔是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起源于古代陕西的
民间歌舞，自周朝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得名。
又因为它常把枣木梆子当作乐器，所以别名又叫“梆子腔”[1]。
秦腔历史悠久，在唐朝时，它昌明于最为国际化的都城长安，
带着强大而雄厚的历史背景，仿佛含着金钥匙一般迅速发展，
在明代广为传播，在清朝时达到鼎盛。由于其成熟的演绎技巧
和完善的表演系统，秦腔高亢激越，粗旷豪壮的风格在全国广
为流行，并对全国各地的戏曲剧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例
如在对京剧的影响上，包括程砚秋先生在内的很多研究声腔艺
术的权威人士，都提出了秦腔与京剧同源异流的观点。但也正
是由于秦腔与各地民间艺术和不同剧种的地方戏曲不断磨合，
使各地的戏曲吸收了秦腔广为流传的卓越品质，并通过不断的
自我完善而形成了各地独具风格的新颖戏曲体系，这大大削弱
了秦腔的在全国的艺术影响力，致使其地位不得不又沦落到了
西北的地方剧种中。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秦腔当下的发展，并
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为秦腔的发展找到一条出路、以完成对于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成为了一项我们不得不面对且极
为严峻的问题。

1、秦腔艺术面临的发展困境

秦腔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并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广受
欢迎，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在过去的
二十年中，秦腔戏曲与戏曲剧院的发展一直在下降。关于其当
前的受欢迎程度严重下降和影响力日益降低的原因，笔者认为
有下面几个缘故。

首先是随着外国文化的引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于艺术的审美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国文
化的影响更为严重。人们逐渐更加喜欢发达国家那些看似先进
新颖的文化，却往往忽视了本国最为精粹的传统艺术。

其次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
的改变，传统戏曲与年轻人们的审美心理逐渐相悖。尤其是在
当下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
快，这导致了他们更喜欢新型的快餐文化，而面对像秦腔这样
节奏缓慢的民间传统艺术，很少有人能够沉下心来安静地听。
他们往往更喜欢拿着手机盯着那几分钟的短视频，而不愿沉下
心来去看长达几个小时的秦腔戏曲。

再次，由于传统的戏曲不再受欢迎，涉猎这一方面的学者
剧作家等也越来越少，于是，近年来也很少出现较为优秀的秦
腔作品。传统戏曲缺乏与时俱进的能力，新型戏曲又打不到更
为优秀的艺术高度，可行、可排、可演且可以传递的优质剧本
越来越少，致使创意团队也在不断萎缩，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的怪圈。

另外，秦腔传播的平台极为有限。传统的秦腔艺术一直是
以舞台演出的形式进行传播与表演，而在当前的新媒体数字化

秦腔传承至今日，背后包含了许多前辈的心血，集结了历历代代传承者的思想结晶。在新媒体和数字化时代的快节奏环境下，

秦腔的发展逐渐成为了一个务必要解决的严峻难题。作为当代青年，我们理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到一种新型的方式，

将秦腔与现代科技文化结合起来，以更好地促进秦腔的传播、传承与发展。本文将从秦腔艺术的现状，新媒体对传统戏剧

的影响和秦腔将来发展的方向三个方面，以短视频为例对新媒体环境下秦腔的发展进行探究。

秦腔；新媒体；短视频

环境下，秦腔的戏曲剧团的生存境况变得极为艰难，演出收入
远远达不到能够支撑一个剧团生存下去的基本要求。在我国的
大部分地区，县级剧院团基本上主要是依靠政府资金来获得收
入，以勉强在夹缝中生存下去。而小型基层戏剧团则没有那么
幸运了，没有政府支持他们，只能依靠在农村乡下的庙会演出
来苦苦支撑。

最后则是发展空间的制约。秦腔是我国西北地区土生土长
的戏曲艺术，一直在中国西北的甘肃，陕西，青海等地区广为
流传，有着许多古老的古汉语发音，受到西北地区人民的广泛
喜爱。这既是秦腔得以生存的优势，也是秦腔继续扩大发展的
限制。由于地域的限制，秦腔一直没能在我国其他地区得到更
为广泛的普及，使其无法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而且，由于我国
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使得人才流失的现象极为严重，
秦腔只能日复一日的流落在西北地区孤芳自赏，而无法将其传
播出去，这更是大大制约了秦腔的发展。

2、新媒体对传统戏曲的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的
加快 [2]，新媒体的快速崛起占据了人们碎片化的时间，因此短
视频成为戏曲艺术回归到大众的重要工具。

传统戏曲首先从它本身来说其文字多为文言文亦或者是方
言，地域文化的差别影响了受众的广泛性，其次传统戏曲脱离
了当今现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年轻人追
求潮流很难有耐心去了解传统文化，以往戏曲的传播途经主要
是演出传播、剧本传播、报纸、形式杂志、广播等，这些形式
在时间空间以及受众群体上都有一定的限制。

传统戏曲需要新的生机与活力，新媒体的出现与传统曲结
合打破了传统戏曲传播方式的局限性，与现代文化元素与传统
文化碰撞，迸发出新的艺术形式。

以往传统戏曲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及线下表演，新媒
体时代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已经过渡为手机、互联网等，丰
富了传统戏曲的传播方式，以图文，音频视频等手段的突破
了传统戏曲的传播限制，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局限，大大提高的传统戏曲传播效率与频率，可以让观众随
时随地的欣赏到戏曲，使得戏曲的观众群体不断扩大，戏曲
内容不断丰富。

新媒体对传统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之外也存在着消极的影
响，新媒体的承载方式主要是以视频、图像、音频等传播方式 [3]，
而这种简短的传播方式会使传统文化的浅表化，大多数的新媒
体传播更倾向与娱乐化，而这种娱乐化的形式致使高雅文化的
边缘化，人们的审美能力不断的下降，同时对传统戏曲中所表
达的价值观构成破坏。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抓住新媒体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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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媒体去传播我们的传统戏曲文化，例如制作融合传统戏
曲的富有趣味性的短视频，可以是科普传统戏曲知识的科普视
频，也可以是将传统戏曲精炼为简明易懂的小故事的故事性视
频。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新媒体的消极影响，正如同如今短视
频的盛行下，娱乐化成分开始增加，人们在这种奶头乐的影响
下，越来越容易沉迷进低俗、低级的快乐中，以此来慰藉自己
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心灵，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戏曲这
样原本具有深刻内涵、具有极高审美意义的国粹反而容易遭到
人们的忽视。

我们可以借助新媒体去吸引人们传播传统戏曲，跟紧时代
的脚步，发挥好新媒体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警惕将传统戏曲
浅表化、边缘化。但是我们也不需要过于焦虑，因为我们要相
信传统戏曲中的令人流连忘返的故事，与美丽的唱腔等戏曲组
成元素的魅力，依然能够吸引许多许多懂得欣赏的人，沉浸在
美好的戏曲世界里。我们只需要尽自己的努力去传播传统戏曲，
并用心去热爱、欣赏我们的传统戏曲，便一定能够找到志同道
合的知音，和我们一起踏上传播传统戏曲之路。

3、秦腔如何借助新媒体进行发展

随着短视频传播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中国戏曲包括秦腔
在短视频领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但是从中整体来看，
目前传统戏曲与短视频处于一个刚刚接触的状态，仍存在很
多的问题。

传播的内容、形式有限，其实中国的整个戏曲库是非常庞
大的，但是如果仅仅是将拍摄的影像资料照搬在网络上就违背
了传统戏曲与短视频的结合发展的初衷，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
创作者能够进入这个领域使得中国戏曲秦腔能够以新的艺术形
式在短视频的舞台上重新活过来。

很多的网络作品其传播人不是缺少作品制作传播的能力就
是其专业素养不够，很难吸引大众，而且很有可能会误导大众，
很多的作品停留在表面忽略了其深层意义，其实短视频的意义
在于通过简短的作品传播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人事物。

丰富其短视频的内容形式避免形式单一，缺乏创新引起人
们的厌倦感，将戏曲的内容与玩法创新，在众多的短视频中我

们不难发现很多的 up 主将戏曲的腔调融入了音乐元素中，给
人带来听觉上的冲突与震撼大大的提高了其传播的效率。还包
括一些角色扮演、模仿化妆、漫画改编等等。

所以在秦腔与短视频的结合中我们尽量将抽象的事物具体
化、简单化同时对秦腔的内容结合当今社会进行全新的诠释，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与秦腔进行直接的接触了解，拉近与
当代人与传统文化的距离。丰富其短视频的内容形式避免形式
单一，缺乏创新引起人们的厌倦感，

由上所述，我们可得知借助新媒体发展秦腔需要创新，避
免形式单一化，那我们具体应该如何创新呢？首先，结合自己
对秦腔的深入理解，根据每个人从秦腔中能够感受到的特殊感
情、特殊含义便可以进行新的创造，例如可以在作品中着重体
现秦腔触动自己的部分，利用好真情实感创造出来作品想必也
会更容易打动人心，同时也容易体现出自己的风格；其次，因
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传播传统戏曲，传播秦腔，所以不得不
在现下最流行的新媒体中入手，在挖掘触动人心的内容的同时，
还需要根据大众的喜好，将高雅艺术变得平易近人。例如在我
们了解秦腔后，仔细提取出秦腔中最吸引人的片段，将它变成
通俗易懂的小故事等。这就是将传统戏曲具体化、简单化，这
个提取的过程也会是一种创新；最后，警惕将传统戏曲浅表化、
边缘化，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具体化、简单化的基础上，做到精
炼化，抓住重点，强调重点，传播秦腔中的优秀思想文化。

4、小结

秦腔艺术传承至今日，足以证明它的卓越。同我国其他非
物质文化遗产一样，秦腔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里极为璀璨的明
星，而这颗耀眼的明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正因如
此，秦腔艺术的 传承、发展与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
急需解决的难题。在这个文化不断创新的时代，秦腔的传承与
传播载体应与短视频等新媒体艺术相结合，以求更加多样化、
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方式。这样，秦腔可能将拥有更大
的发展和生存空间。相信在新媒体的大环境下，通过和短视频
相结合的方式继承和创新秦腔艺术，不仅可以将处于困境中的
秦腔戏曲“救活”，还可以大大增强秦腔在我国现代社会中的
影响力，并且登上世界戏剧文化大舞台也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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