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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柳琴戏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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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时代中，传统戏曲作为表演型艺术，可以转码为数字符号，得到更加安全的贮存，和范围更广、速率更高的传播。柳琴

戏艺术独特的欢快型艺术风貌，使其更能够得到年轻人的喜爱。对此，文化传播的相关负责者，应当积极学习数字化操作技术，深入

挖掘柳琴戏艺术的内容，将柳琴戏艺术在数字领域内重现，并基于数字信号跨越时空限制，传导给更多的艺术文化受众者。当柳琴戏

艺术的受众群体有效扩大，应当建构线上表演平台，彻底打破时空限制，广域传播柳琴戏艺术，使之内容变现、影响力持续扩张，得

到充分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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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柳琴戏是山东省地方传统戏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柳琴

戏因用柳琴叶伴奏，故而也被称为柳琴书，最早诞生于清末，目前

在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分布较广。柳琴戏作为传统戏曲，其曲调

流畅活泼、节奏鲜明，演唱者多以花腔为主，极具观赏价值。柳琴

戏作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上应当得到充分的传承与传播，长

期在社会中表演，并得到年轻人们的喜爱。但实际上，柳琴戏艺术

在当下的传播质量并不乐观。受众群体的不断缩减，艺术传播效率

的持续降低，都在威胁着柳琴戏的传承质量。对此，一些专家学者

认为，柳琴戏作为传统文化、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必须得到充分

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新时代内，传承工作就需要结合新想法、新技

术。而柳琴戏艺术作为一种表演型技术，自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转

化为数字信号。一方面提升柳琴戏艺术保存和发展的安全性，另一

方面也能够利用当前媒体均使用数字信号的前提，令柳琴戏得以在

现代信息传播网络中生存和发展。但要改良柳琴戏这种传统艺术的

传播形式，使其在数字化领域内蓬勃发展，仍然需要对具体的操作

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一、柳琴戏艺术的继承与发展现状及不足分析

（一）戏曲受众不断缩减，表演者队伍发展萎靡

柳琴戏艺术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但之所以能够妥善发展，是因为柳琴戏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助力。政

府大力宣传传统戏剧，柳琴戏作为其中的重要类别，也得到了发源

地企业的重视，得以在各个晚会、宣传会中作为主要节目进行表演。

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政策的不断更新，柳琴戏艺术却仍然围绕

以往途径进行传播。现代流行音乐的出现，直接吸引了年轻人的注

意，青年人们开始忽略传统戏剧，转而追逐形式上更加时兴的现代

音乐。柳琴戏等传统戏曲艺术虽然仍有一定的受众，但随着表演需

求的减少，不得已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一些主要的文化传播机构，

要么解散，要么转而宣传热度更高的艺术类别。这进一步缩减了柳

琴戏的受众。在演出机会减少、待遇降低的前提下，戏曲团队招新

效率变低，表演者们也纷纷开始寻找其他的工作机会。而在受众和

表演者都减少的情况下，柳琴戏艺术自然无法蓬勃发展。

（二）戏曲宣传方法落后，传播成果微乎其微

调查当前仍在工作的柳琴戏剧团、表演团的工作模式后发现，

现存的柳琴戏宣传模式，大多围绕在剧院附近，采用海报传播、纸

媒推广等方式。一些地方会使用大屏幕流动车在市区进行推广，但

由于推广成本较高，所以宣传效果不佳。近年间，随着“互联网 +”

的推广，也有一些剧团意识到使用现代技术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开

始借助微信群、微博、论坛等方式，在同城领域内发布宣传信息。

但由于信息的发布缺少计划性，主导者也并不了解信息时代网络信

息流向的特征，使得线上宣传仍旧效果低迷。并且，一些剧场所设

计的海报也存在很大问题。大多直接对演出场景进行拍摄，却不考

虑构图等视觉美观性等问题。对当地一些年轻人进行调查后发现得

知，许多年轻人并不是不认同传统艺术，许多人很想去专门的剧院

看表演，但只要看到审美观感较差的海报，戏曲观看意愿就会骤然

下降。故而可知，落后的宣传方法，或许也是降低传播效果，降低

柳琴戏吸引力的原因。

（三）过度维旧现象明显，戏曲吸引力持续下降

要调查柳琴戏传承的问题，就需要对传承者进行调查。实地

走访调查后发现，许多柳琴戏传承者的传承思维存在一定的问题，

那就是认为传承就应当守旧。一旦结合了现代化元素，或者与一些

时兴的艺术形式合作，就是违背了柳琴戏的“根”。而事实上，任

何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艺术形式，也都要适当迎合时代进行创

新。否则，思想上的不解放，就会令戏曲工作束手束脚，过于谨行

慎为。这明显不利于文化的广义传播。首先来讲，表演装备的过于

守旧，会降低舞台表现力。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对舞台表现

的要求较高，光表演者本人能保证表演效果，不能满足青年观众的

需求。其次，过于守旧会降低人才吸纳的效率，使得一些具有新思

想的人才无法加入到老剧团中。这也会降低剧团的活性，使得一些

有利于柳琴戏传播的表演形式无法挖掘。

二、数字化时代传播文化素材的要点重点

（一）数字信号丰富多样，可增加戏曲传播形式选材

数字化指的是将信息转化为数字格式（计算机可读格式）的

过程。数字信号具有传送稳定性好、可靠性高的优势，更适应于图

像处理。也易于压缩，能够高效率贮存巨量信息。在现代社会中，

数字信号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且数字信号并不直接显

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而是借由电视、计算机、手机等终端呈现。目

前，数字信号可以同步表示文字、数字信息，也能够表达图像、音

频、视频等类别的信息。生活中产生的任何一种信息，只要能够被

记录，就能够转化为数字信号，以更简便和安全的形式保存。换言之，

如果柳琴戏可以将戏曲的资源转换为数字信号，那么戏曲资源的存

贮、取用和传播质量都会显著增强。并且，对于传承者来说，宣传

柳琴戏文化的形式也会更加多样。目前，世界还开发出了全息投影、

虚拟现实、仿真现实等新的信号形式。这都为柳琴戏的现代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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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提供了全新思路。

（二）范围极广的全域传播，可提升戏曲传播的效率

柳琴戏所依赖的实体传播，虽然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但宣传范围和宣传效率，都远不及数字信号。这是因为目前互联网

的发展相当成熟，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互动可以在几毫秒内完成，且

信息传播对设备没有限制。使用电脑发布的信息，也可以实时被使

用手机浏览信息的人接收。信息更能够在任何一个时间段生产和传

播。并且，只要掌握了一定的互联网信息传播规律，就能够令信息

在固定范围内传播，迅速传导给信息的受众群体，也就是在降低信

息传播成本的同时，反而更高效的达成传播目标。这对于急需将艺

术加以传播的柳琴戏来说，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同时，也是柳琴

戏进行数字化改造后的主要宣传形式。

三、数字化时代柳琴戏艺术的继承策略

（一）地方政府牵头，增设文化传承专门岗位

要令思维传统的柳琴戏艺术传承者转变思想，迈入到数字化

发展的新模态中，需要政府发力牵头。并且，结合上文来看，要改

变柳琴戏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还需要扩展柳琴戏传承队伍，这同

样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对此，数字化时代柳琴戏艺术的继承，

需要先由政府在宏观上牵头，帮助柳琴戏相关剧团、文化产业招揽

人才。政府可以在一定周期内，设立传统文化维护与保护的项目，

并适当开放一定的岗位，以招揽优秀的戏曲相关、文化相关专业人

才。有了政府的呼吁，大学生人才、社会人才将积极参与到柳琴戏

文化传承工作中，为柳琴戏的数字化发展、现代化发展出谋划策。

（二）深入民间探查，高度还原柳琴戏文化积累

要有效传承文化，需要最大程度还原文化的本质。对此，建

议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到柳琴戏的发源地，也就是苏、鲁、豫、皖

接壤的黄淮海地区，即山东的济宁、枣庄、临沂，江苏的徐州、宿

迁、淮安，安徽的蚌埠、宿州、淮北、滁州以及河南商丘与山东、

安徽接壤的永城、夏邑和虞城几个县（市）等地，深入民间挖掘柳

琴戏的曲谱、历史、人文故事、服装、古迹等文化元素。搜集完成

后，需要结合当地的县丞记录一一对照，确认无误后应当将所有信

息整理，同时留存实体资料和数字化资料。对于一些古老的经典唱

段，也可以邀请专业表演者进行表演，工作人员录制后上传到网络

上。也应当创设柳琴戏艺术官方网站，将相关信息写入到网络中，

供受众人群，或者对柳琴戏感兴趣的观众进行查看。

（三）强化技术研究，充分学习数字化文化贮存技术

柳琴戏的数字化继承与发展，受到工作人员数字化技术掌握

水平的直接影响。故而，建议相关从业人员积极学习数字化操作技

术。柳琴戏表演者们也应当学习计算机操作技术，和数字信号转码

技术。务必要建立将传统文化实时记录的正确思维。表演者们也应

适当学习当前网络中信息定向传播、有效传播的策略。以及将现实

中的戏曲文化，以图文、视频、音频、动画形式加以制作的技术。

考虑到戏曲传播的美观度，表演者们也要学习打光、镜头调整、视

频中的场景调度等工作。只有传承者们掌握技术，才能令柳琴戏文

化的数字化传承得到高度保障。

四、数字化时代柳琴戏艺术的发展策略

（一）柳琴戏数字化信号转化，全媒体全域传播

建议国内的柳琴戏相关剧团，或表演传承者，要积极将自己

的表演转化为数字信号。这里代指两方面，第一是要将现有的表演

成果以数字信号形式上传到网上，给既有的柳琴戏受众群体提供观

看表演的资源，打破时空限制，唤起受众群体对柳琴戏的艺术感情。

从而吸引老观众基于情怀观看线下表演。第二，是要利用数字化媒

介，对柳琴戏艺术进行现代化改造。具体可以适当与现代流行音乐

结合，采用将柳琴戏采样制作的方式，将柳琴戏扩展到青年人的音

乐审美范围内。也可以与国内专业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合作，创作属

于柳琴戏的现代化表现形式。当新的柳琴戏表演形式产生后，可以

借助全媒体平台进行广域传播。也就是在电视媒体、纸媒体、新媒

体等范围内加以传播。具体可在各大视频平台的音乐版块内投送，

根据不同平台的受众特点适当调整标题或内容。用现代的宣传方式，

去宣传传统的柳琴戏艺术。

（二）打造柳琴戏线上平台，开设线上多样表演

当柳琴戏适当拓展了青年人观众，并吸引了老观众回归后，在

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开发一个专门的网络表演平台，专门开拓

线上表演渠道，配合当代青年人不方便出行，但也想要感受艺术的

需求。此外，为了进一步吸引线下观众，剧团可与其他艺术形式合作，

开设多元的线下表演，利用文化拼盘，以继续扩展柳琴戏的影响范

围。例如，柳琴戏可与当地的流行音乐节合作，或与相声、评书社

团合作，利用各自在不同领域内的影响力，增加传统文化表演的感

染力。也让更多青年人意识到各种传统曲艺文化的特殊魅力。自发

成为传统文化的推崇者和传承者。

结语 ：

柳琴戏艺术的数字化转码，一方面意味着戏曲艺术可以得到

更完整、更安全，也更长远的储存。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柳琴戏可

以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利用数字化符号和互联网平台进行宣

传。从而令更多的青年人感受到柳琴戏艺术的独特魅力，成为柳琴

戏艺术的自发性传播者和传承者。在艺术形式不断丰富的新时代中，

柳琴戏这类年代久远的艺术，应当在稳定内核的同时求新求变，用

更贴合年轻人思维方式的手段，吸引更多青年人。数字化只是其中

的一种形式，传承者们应当建立时刻创新的精神，才能在各个时代

内，妥善完成柳琴戏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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