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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媒介的关系常被世人归纳为内容与传播载体

的关系，但从纵向历史的角度回顾纸媒产生后人类文化艺

术的发展变迁可见：艺术传播与媒介长期交织在一起，艺

术传播离不开媒介，并且艺术本体也受其的影响而蜕变。

传统艺术是基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而发展起来的

人类精神文明中的一朵奇葩和宝贵的财富。传统表演艺

术包括戏曲、民乐、曲艺等。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

统表演艺术的传播格局，使之突破了传统媒介传播的局

限，引发了传统表演艺术与现代技术碰撞的新高潮。在

万物互联，智能加速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发扬传统表

演艺术就需要从不同角度探索变革路径，拓展传播传承

思路，使传统表演艺术推陈出新，顺应时代潮流。

一、传统表演艺术传播在传统媒介时代的局限

回溯人类传播史，信息技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任何改进都给信息传播界带来震荡。回望 15 世纪活字印

刷革新了印刷业，终结了手稿文化，而 60 年代的人们又

生活在印刷文化的最后阶段，电子文化的出现实现了信

息的及时传递，对信息传播梯队进行重组。一次次的革

新不断促进着传播速率的提升，丰富着传播信息的途径，

而且也为高速发展的社会提供了资源网。技术的创新带

动了信息传播发展，推动各地区文化、各种族文明相互

融合借鉴发展，推向文明的高潮。

艺术从未是孤立存在的，而与人类的劳动、实践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人从动物演化的同时，艺术也逐

渐形成、发展，最后凝练成有书法、音乐、剪纸、绘画

和戏曲等形式的中国传统艺术。传统表演艺术的原始传

播可归纳为舞台演出、案头记载，并通过言传身教的方

式进行传承发展。在传统媒体时代，传统表演艺术传播

方式拓展至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传播，

极高地提升了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播速率、丰富了传播途

传统表演艺术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变革

熊辰思媛

北京市中国音乐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在网络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体成就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并以点带面地辐射到了更为广阔的艺术领域，

为传统表演艺术的新时代传播注入新的生命力。笔者基于本研究方向的跨学科特点，论述了传统表演艺术的原始传

播以及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途径，并主要从传播主体、内容、途径、传播传承等方面的改变为研究视角，剖析新媒

体对传统表演艺术传播的影响，为未来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播发展提供更多创新思路。

关键词：新媒体；传统表演艺术；传播

The commun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Chensiyuan Xiong

Beijing China Conservatory of Music,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new media has achieved the rapid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has radiated to the broader field of art,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new 
era of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 The author,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direction, discusses 
the origi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traditional media way, and 
mainly from the main body, content, way, transmission inheritance change for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new media on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communic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to provide more innovative ideas.

Keywords: new media;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communication



2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3)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径、扩大了传播覆盖面。但由于传统媒体传播主体的垄

断性，传播方式的局限性，导致直线型的精英传播模式

与传统艺术以人为本的传播需求背道而驰。

二、传统表演艺术传播在新媒体时代的突破

在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也牵动着传播媒

介瞬息万变。1967年“新媒体”一词被提出。对于19、20

世纪来说，新媒体指电报、广播、电视，但对于21世纪

而言“新媒体”指：以数字压缩和无线网络技术为支撑，

可以最大限度突破地理区域限制实现全球化的媒体。技术

上数字化、传播上互动性是新媒体的本质特征。与传统媒

介相比，它还具有及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性、低

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等特征，这使得它改变了现有的

传播格局，促进传播主体更多元化，搭建起信息传输的双

向桥梁，使得信息传播途径方式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播主体、内

容、途径、传承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转变，使得传

统表演艺术的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性，但也随之

面临着数字化传播的困境。

1. 传播主体

媒介本身的含义就是“在中间”，作为连结发送者和

接受者而存在的通道，将此岸和彼岸勾连起来。新媒体

的出现打破了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壁垒，塑

造起了一条多向轨道，被传播者也可以转化为传播者。

在传统媒体时代，传统表演艺术主要是精英传播，

传播及受传门槛较高。由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传播，受众

在通过报刊、电报、广播等传统媒介接收到艺术信息后，

也只能通过人际传播方式进行传播。但在这条传播链中，

传播主体需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并且受传者也是需

要具有一定阶级、经济条件的，并不是人人都能接触到

传统媒介。而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表演艺术被传

播者只是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专业人士的界限，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艺术的接收者、反馈者、传播者、创造者。

传统表演艺术传播主体开始趋于平民化、大众化，不再

明显有专业、年龄界限。

2. 传播内容

新媒体技术对传统表演艺术创作内容提供了更广阔

的想象空间，新媒体的交互性为传播者和被传播者之间

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使其之间产生了极强的互动性，从

而影响了传播内容。

新媒体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艺术家还可以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突破空间限制、时间限制，

使得很多在传统模式下不能实现的内容在数字化软件的

支持下则可以很好地表现出来，深入题材内涵，将传统

审美内涵与现代文化内涵相结合，提高传统表演艺术的

表现力，进而极大地提升传统表演艺术内容上的丰富性。

运用新媒体技术，传统表演艺术成功突破了线性传

播模式，并增强了大众在信息流动中的参与性，赋予了

传统表演艺术传播的交互性。受众接受新媒体的信息传

播后，形成对艺术信息的自我感受，并且可以再度利用

新媒体将评价反馈给艺术创作者或者进行二度创作，整

个流程环环相扣往复循环。新媒体的双向传播拉近了艺

术创作者和艺术受众者的距离，使得创作者可以随时了

解大众对表演艺术的评价、反馈，从而对艺术作品进行

内容调整，以更加迎合时代审美、更加贴近大众需求。

3. 传播途径

新媒体的出现拓宽了传统表演艺术的线上传播渠道。

传统表演艺术不仅可以通过电视、报纸进行传播，而且

还可以在网站、微信、微博等渠道全方位地展现艺术的

魅力。

在艺术呈现方面，新媒体为传统表演艺术提供了数

字化的呈现方式和多渠道的展示平台，带给人们全新的

艺术体验。近年来，“云观赏”模式的出现使得传统表演

艺术突破了空间界限，并将低成本培养新的观众成为可

能，新媒体对表演艺术的传播发展是有着积极影响。依

靠网络数字化载体，建立传统表演艺术网络展示、APP

展示、传统表演艺术的数字虚拟全景展示。通过 VR、交

互控制等新兴科技的帮助，如今的艺术呈现有着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完整渠道，新媒体使得传统表演艺术的欣赏

形式从观看者的“被动”欣赏转换为“主动”、“沉浸”、

“交互”的立体模式，观看者们可以在亲身体验、现场

互动中获得更强的文化带入感。而这些技术还可以使得

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融合成为可能，例如可以帮助创

作者将传统表演艺术和绘画等艺术门类相融合，实现传

统表演艺术的个性化发展，增强了不同群体对传统艺术

的认同感和接受度。

在社群营销方面，新媒体为传统表演艺术提供了论

坛贴吧的应用、知名博主宣传等。传统表演艺术可以借

助网络新媒体的门户网站、虚拟社区、博客等媒介进行

传播。这种传播媒介超越了单一的媒介传播，能将传统

表演艺术的各个元素融合一体。其中超链接特性更好地

满足了受众对表演艺术信息的需求，能让受众获取更为

丰富的信息。并且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限制，为受众

创造了一个开放式的艺术文化空间。构造一个可供用户

自由浏览、欣赏和互动的桥梁，还可以将表演艺术所有

符号和信息融为一体，使得它在传统艺术专业技艺传授、

教学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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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播传承

新媒体的出现也为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提供了更多

数字化的方式，使得授课内容更加生动，加深理解，而

不再局限于言传身教、口传心授。除此之外，新媒体节

约了传统表演艺术管理和储存的成本。

使用数字媒体高保真音影处理技术，使得传统表演

艺术的资料得以当下最完整的形式保留。传统表演艺术

借以数字化存储的同时，也将突破介质的局限，得以更

好的保存传承。而“数字化 + 文化创意”的组合形式，

突破了传统表演艺术展示与传播的方式。现如今在虚拟

影像、深层交互、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的帮助下，新

媒体可以将过去“静止”的文化、知识转化为“动态”

的交互视频、虚拟现实场景。例如故宫就通过科技将其

中的拥有数百年历史的“静止”的文物转换为线上的交

互 app，粗昂早了虚拟的、沉浸的文化体验。在此类技术

的不断迭代和应用下，传统表演艺术资源的开发变得更

加丰富立体，并以科教娱乐一体化的方式出现在了人们

的面前，让人们可以同时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方面

的感官上了解传统表演艺术，获得更富有震撼性的体验。

不仅丰富了传统表演艺术的表现力，也增强了传统表演

艺术的感染力，传统表演艺术得以更好地保存继承。除

此之外，通过新媒体艺术方式，落实表演艺术和数字技

术的结合。应用 VR 技术、传感技术与 3D 技术针对我国

优秀的传统表演艺术展开数字化管理也将更好地进行传

统表演艺术保存传承。加强新媒体在科普宣传中的技术

运用，通过电子方式能够在任何场所任何时间展现各种

内容，也更有利于群众进行查看艺术信息。

5. 消极影响

新媒体的传播迅速、便捷也会导致其传播内容质量

把控的缺失，并且传播信息的碎片化也会对大众造成不良

影响。由于新媒体中“把关人”角色被弱化、艺术信息海

量化，加之由于信息传播迅速，新媒体传播的把关人可能

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一些劣质的表演艺术信息就已经上

传至新媒体平台，导致新媒体的传播过程难以把控。

新媒体导致出席的碎片化信息会使得大众接收到的

信息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新媒体中

关于艺术的信息和作品反而不利于传统表演艺术的宣传

和普及。并且，新媒体的目的是博取流量和收获利益，

对于艺术传播的目的并不牢靠，可能会在无形之中扼杀

一部分小众艺术、传统艺术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表演艺术从舞台表演、案头记载、

口传心授的传播方式发展到传统媒体时代的报刊杂志、

广播、电视，极高地提升了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播速率、

丰富了传播途径、扩大了传播覆盖面，但仍具有一定垄

断性和局限性。新媒体的出现，为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播

提供了创新思路。作为艺术管理人的我们，在面对新媒

体所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的弊端，需要

注重其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借助新媒体浪潮发展传统表

演艺术的同时，也需要注重艺术信息质量品质，保护其

不受被新媒体碎片化的侵蚀。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中国信息通

信技术发展速度非常快，分值已超越全球平均水平。数

字媒体飞速发展促进中国成长，网络强国建设的步伐越

来越快，围绕《中国制造 2025》，将推动互联网和数字技

术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万物互联，智能加速的时代即

将来到，新媒体又将对传统表演艺术产生更大范围的影

响，导致更多层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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