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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在新媒体发

展迅猛、文化传播全球化、文化经典国际化的今天，如

何向世界创造性地传播传统戏曲艺术文化、讲好戏曲中

的“中国的故事”，是戏曲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命题

（凌来芳 2017）。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提高国际传

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和中国话

语说服力等。跨文化视野下的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课题，

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宏观命题的战略考量范

跨文化视野下越剧艺术海外巡演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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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本文基于跨文化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借鉴

京昆剧海外成功演出的经验，重点从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四个角度探讨新时代背景下越剧跨

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应对策略，同时梳理了2017-2019年间越剧明星版《梁祝》剧组在海外巡演中的相关媒介报道材

料，探讨如何克服当下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提升越剧在跨文化巡演中的传播效应，不断增强越剧艺术的国际影响

力，展示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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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One Road” and China's cultural strategy of going global,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art studi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overseas successful 

performances of Beijing Opera and Kunqu Oper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Yue opera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communication 

audiences,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s. Meanwhile, the relevant media reports on the overseas tour 

of the star version of Yue Opera Butterfly’s Love from 2017 to 2019 have all been carefully reviewed and discussed, aiming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in the curren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Yue Opera in 

the cross-cultural tour,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Yue opera, and display the new ima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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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戏曲艺术是展示中国特色、提升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感召力和形象亲和力的重要文化资源，其跨文化传播对

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民族话语权的提升具有重要

意义。

戏曲艺术的跨文化研究在学术界并不鲜见，但占主

流学术研究视野的还是京昆剧。在“文化走出去”背景

下，越剧的跨文化传播是很重要的文化交流工程，其形

式、范围和影响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我国地方传统文

化在国际舞台被接受的程度，更好地将越剧这项传统艺

术传播到海外，是每一位越剧艺术从业者和文化传播者

的重要使命。但越剧的海外传播，目前在学术界的声音

仍然式微，无论对于海外汉学界还是戏曲行家或是普通

受众，仍然是处在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因此，有待进一

步思考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新时代背景下的

国际化发展路径。

越剧从诞生浙江到蜚声海内外，走过了 110 多年的

光阴。浙江越剧既体现出基于原生地戏曲的民间性、本

土化，同时又吸收了外来艺术的现代性色彩，成为浙江

越剧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特色（叶志良 2016）。越剧从

其自身传承与发展的需要，实现跨文化的传播是必然趋

势。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越剧的跨文化传播，既能开

拓越剧研究的学术视野，又能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实

证经验，对中国传统戏曲的传承和发展也有较强的借鉴

意义和现实意义。越剧是江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

而绍兴则是传统戏曲文化越剧的故乡，特别是绍兴市

演出有限公司旗下“同唱一台戏”越剧明星版的团队，

二十一世纪以来逐渐走出国门，在欧美和大洋洲等地进

行了海外巡演，取得了较大的反响。目前该团队也已成

为蜚声大江南北、名扬海内外的“江南越苑奇葩”和绍

兴的一张金名片。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布局下，

探索绍兴越剧戏曲文化的海外传播路径与接受现状，以

戏曲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为契机，是进一步提升越剧地方

艺术的国际影响力和绍兴城市国际化形象的重要命题。

一、文献梳理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关于越剧跨文化研究主要从文

本和舞台艺术跨文化传播两个角度的进行了学术梳理。

基于越剧艺术的文本特点，曹广涛、易晗静（2008）将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与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

文本剧情和美学特点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也有学者

针对越剧文本与舞台表演中的外国题材改编的现状与问

题进行研究，认为越剧在现代化的改编过程中应该注重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解决形式与内容的问题，促进中西

方文化交融（朱恒夫 2010；刘佳智 2013）。此外，不少

外语界学者也基于专业特点探讨了越剧文本在对外译介

中的翻译原则和文化态度（曹光涛 2015；顾秀丽 2014），

对越剧剧名、唱词中的方言词、修辞和格律诗的翻译进

行了案例分析，提出了对国内越剧英译人才的迫切期冀。

在越剧舞台艺术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上，目前

的主流观点认为需要对舞台艺术的演出进行内涵和外

延的叠加性顶层设计和多元化传播的实践操作。凌来芳

（2017）以哈罗德·拉斯威尔提出的传播五要素为分析框

架，特别指出越剧的跨文化传播不能单纯以目前的演出

实践为主，而应该多元化地开辟传播渠道、提升戏曲文

化译介水平，扩大受众影响面等。刘琳、张文静（2013）

对越剧的跨文化传播根基进行了梳理，并宏观地提到

了越剧在当代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危机和对策。廖亮

（2014）则对新媒体环境下的越剧文化传播现状进行了梳

理，并就越剧文化网站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综上所述，针对处于学界视野边缘的越剧戏曲艺术

文化，已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越剧的国际化和现代

化路径提出了解决方案，但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发表的论

文期刊级别上，都未能彰显越剧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之一的地方戏曲艺术典型代表的地位，特别是从海外

媒介报道的视野对越剧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接受研究，以

及当前复杂的新时代背景下越剧戏曲文化传播的新实践

反思，仍然有待及时地开展探讨。在“中国文化走出

去”的战略框架下，本文从越剧艺术跨文化传播话题入

手，以 2017-2019 年绍兴市演出有限公司“同唱一台戏”

越剧明星版团队的海外越剧巡演为案例，参考海外媒介

的反馈与受众接受呈现情况，期冀与推动越剧戏曲国际

化传播策略与效果提升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研究问题

谢柏梁（2015）指出，目前戏曲演出院团的海外演

出往往象征意义大于市场意义，离“走进去”和“文明

互鉴”还有较大的差距，缺乏戏曲文化的持续性影响机

制，以至于当下的各种戏曲出国演出貌似层出不穷，实

则存在零碎的非体系化运作状态。在新时代背景下，越

剧是最具有革新精神的地方戏曲艺术之一，是能够较好

地将民族性特色和地方文化、现代精神融为一体的戏曲

艺术。在“文化自信”指引下，越剧戏曲艺术作为绍兴

地方艺术文化的金字招牌之一，是彰显民族文化软实力

和对绍兴古城进行国际化推介的有效中介资源之一。另

一方面，目前绍兴整体的国际游客比偏低，每年的国际

游客占不到游客总量的 5%，比例明显偏低，城市国际

化推介有待提升。此外，越剧文化对外宣传不足，越剧

与城市旅游产业结合相对薄弱，品牌推广存在一定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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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本文拟从跨文化传播学和艺术学等视角，梳理越

剧的现代化嬗变与国际化对话交流中的互动关系，契合

浙江省政府提出的打造长三角地区以浙江为中心的中国

越剧文化中心战略需要，也契合绍兴市传统文化“走出

去”的战略需要。

本次研究将借鉴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W 模

式”理论，即传播主体（who），传播对象（say what），

传播渠道（which Channel），传播客体（To Whom）和传

播效果（What Effect）为理论依据，重点从传播主体、传

播受众、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四个角度探讨越剧跨文化

传播的问题与应对策略，借鉴京昆剧海外成功演出的经

验，梳理新一轮的越剧明星版《梁祝》海外巡演的相关

媒介报道材料，凝练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思考海外受

众在世纪之交新的戏曲艺术发展环境与全球化时代中，

对越剧是否呈现新的审美趣味，其文化接受心理有着怎

样的演变规律。本文将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1. 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交流新时代背景越剧跨文化

传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2. 如何从跨文化传播学与艺术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

越剧跨文化传播效果提升的对策？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主要问题

1. 传播主体的构成单一化

迄今为止，“同唱一台戏”越剧《梁祝》海外巡演基

本上是以官方组织协调的方式，在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

流推广项目的建设需求下，向海外受众呈现越剧艺术形

式。因此，从本质上而言，跨文化交流形态实际上没有

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于面对“走出去”到“走进去”之

间存在的跨文化接受问题，以及海外演出的持续性影响

机制建构问题，依然缺乏思考和对应的策略。

传播主体第二个突出的问题是，剧团的海外巡演

依然套用国内演出的传播模式，对国际化戏曲人才的可

持续性培养意识和相应投入不足。从上世纪梅兰芳访美

演出的成功案例，到当代张火丁北美演出、青春版昆曲

《牡丹亭》海外演出的再度火爆，不难看出，这些戏曲

艺术海外巡演的成功除了艺术家本身的巨大魅力之外，

也离不开大量的前期传播、讲座和市场营销的合力。同

时，从根本上呈现了中国戏曲作为“角”的艺术，将艺术

家的个人魅力价值和品牌效应、戏曲艺术进行深度捆绑，

在叙事架构上呈现了新时代的特点，从而更容易将戏剧艺

术跨文化表演进行拟人化的叙事架构，更加容易走近异域

语境下的受众内心（江棘 2016；林一，马萱 2009）。反观

越剧的海外传播，仍然主力打造明星版群像下的集体性人

格，使得媒体的报道也容易流于泛泛的介绍，很难形成具

有一定拟人化的艺术人格魅力的聚焦性报道。

2. 传播客体的选择单一化

19 世纪以来，《梁祝》故事的译本或改写本，由华

人传至海外，先后出现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

鲜等国，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

基于《梁祝》故事的越剧全球巡演、电影以及小提琴演

奏在海外传播，成为近几年跨文化交流的常选曲目，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上升为一种民族传统的标志性象征。

因此，为了进一步有效推进越剧艺术的海外传播效应，

本次越剧艺术海外巡演的曲目仍然选择《梁祝》也颇有

可取之处。《梁祝》的表演更容易成为正面的国家形象和

城市形象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但在新时代背景下，反

复使用广为人知的熟悉曲目是否契合国家文化走出去的

战略需求，是否能较好地反映当代中国的新风貌，有待

观众检阅。

从戏剧的跨文化比较角度而言，中国戏曲自身故事

假设中存在天然的缺陷——“内涵单薄，人物平面”问

题，从而导致越剧文化的持续性影响力和对受众的吸引

力存在较大的问题，受众的范围很难突破华裔的圈子。

另一方面，《梁祝》的曲目在海外受众中已经有了一定的

接受基础，在对外巡演推介中这样广为人知的曲目表演，

对于部分观众而言已经不再需要过多花费时间去了解故

事情节，最主要做的是欣赏演员的唱念做打，实现对于

戏曲艺术美的综合享受，这对受众群体中共享民族文化

的华裔或海外戏曲研究专家而言也许是美事一桩，但对

大多数初次接触越剧的西方观众而言，越剧侧重的是对

情感的反复咏叹，角色内心的深度演绎，情节的推动并

不紧凑，这就很容易导致习惯于看剧情进展、角色冲突

的西方话剧的观众容易失去兴趣，缺乏深度了解的动力。

在短时的文化交流中，少数的西方学者和观众很难

瞬间形成对戏曲的深度认识，甚至容易形成文化误读。

他们只能调用西方文化语境来评价这个来自遥远东方的

戏剧艺术形式，以西方戏剧的审美标准判定中国戏曲的

表演、唱腔是否具有美韵，从而致使这种短期内形成的

印象存在一定的偏颇。阿尔托认为，西方戏剧是一种

“对白戏剧”，它和剧本密不可分，而且受制于剧本，而

东方戏剧是一种“非语言戏剧”、“形体戏剧”，构成导

演和舞台语言的是“大量密集的动作、符号、姿态、音

响”（阿尔托 1993：53-55）。但是，越剧表演中注重人

物内心的刻画、注重情感的表达，而这已经很难适应现

代观众追求刺激、追求快的心理。戏曲的虚拟化表演远

离真实生活，戏曲写意化、超脱的时空形态、用唱念做

打来讲故事都很难被现代年轻人接受，在海外演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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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出现了海外受众构成中缺乏当地年轻人群体的参与

问题。

3. 传播策略的新媒介手段尚未充分利用

越剧近几年的演出形式，基本还是以出国访问演出

为主，通常由政府部门安排协调，没有形成国际演出运

作机制，演出的象征意义大于市场意义。梳理新版《梁

祝》海外巡演的大多数报道媒体来看，依然局限于当地

的华人报刊，少有西方主流媒体或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媒

体介入报道。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国家十

分重视传统戏曲的海外传播，越剧作为传统戏曲代表之

一，经常出国交流演出，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各民

间团体与个人也在不断探索越剧海外传播新途径，拓展

商业演出渠道。绍兴市演出有限公司在推广越剧明星版

《梁祝》时，以“名剧 + 名角”为定位，进行资源整合和

市场营销，将文化交流和商业演出相结合，在国际舞台

上展示戏曲文化经典，获得了海外观众的广泛好评。总

体而言，本次巡演的影响力依然主要局限于西方国家当

地的华人圈内，并未能实现真正的文化“破圈”传播的

新媒介效应。

在新冠疫情反复与国际文化交流存在一定的困难背

景下，越剧戏曲对外传播也遇到新的挑战与困难。纵然

戏曲艺术更追求现场的演出效果，对外传播更倚重越剧

艺术家们与国外观众面对面的艺术文化交流，但在现代

大众传播方式愈加多元化、疫情叠加效应下的面对面交

流尚未能较好实现的背景下，基于“互联网 +”的技术

手段，能有效解决时空距离给戏曲跨文化传播带来的隔

阂问题。在国外不少西方国家仍然不时需要保持社交距

离的情况下，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传播方式让国外受众

足不出户即可欣赏到美轮美奂的越剧戏曲文化，同时可

以实现信息赋值，增加在线互动，给予国外用户更好的

传播交流体验，增加文化粘合度。但是从笔者走访绍兴

市演出有限公司旗下越剧团队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其目

前所使用的互联网媒介仅仅局限于微信公众号之类篇幅

较短的巡演新闻呈现，在与海外观众实现持续性深度互

动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不足。在微博内容发布、流行的

国际短视频发布方面，还没有较多的涉及。

4. 传播效应中的受众构成和接受流变问题

2019 年越剧明星版《梁祝》再度海外巡演，在大多

数到访国家中，除了法国出现难得的本地观众为主的情

况之外，其他地区的主要观众就是华侨和留学生，外国

观众基本就是少数礼节性出席的国际友人和少数戏剧专

业人士。可以说，中国戏曲在海外的演出一直重交流而

轻市场。即使是梅兰芳当年访美演出，也仅仅是形成了

一定的中国京剧观赏热潮，同样未形成长期性的固定文

化影响机制。因此，近几年的跨国演出，本质上仍然存

在以华裔人群为主的受众群体现象，戏曲的文化交流功

能基本仍然停留在文化慰问的层面。孙惠柱（2016）指

出，即便像上世纪 30 年代轰动一时的梅兰芳访美那样，

最后也只是留下些“奇闻轶事”，很难找出对美国戏剧及

文化产生持久影响的“遗迹”。由于越剧本身在中国国

内已经存在一定的受众萎缩问题，面对西方的受众群体，

尤其是那些早已经适应于嘻哈文化摇滚音乐的青年群体

更难以接受中国的越剧文化，这表明越剧在主打经典曲

目作为出国演出的策略性选择中，也需要重点考量受众

的年龄层次，从戏曲人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对文化传播

受众的群体分布问题。

其次，受众的文化欣赏落脚点依然处在猎奇性的初

级美学体验阶段，而尚未能有效地延伸到服务体验和消

费体验层次中（Colbert 2012）。从现有的各个当地媒介

报道和观众反馈来看，最高频的受众反馈表述就是“服

饰美，唱腔美，舞台美”等的视听浅层体验，而对于越

剧文化附加的民族特色、地方文化和普世价值观接受情

况的反馈相对较少。从绍兴小百花全球巡演的观众访谈

和西方本地媒体评价来看，本次演出较之于以前的演出，

有很多具有突破意义的地方，如在法国里尔、阿拉斯和

巴黎演出的时候，有将近 1000 多位法国本土观众走进剧

场，打破了以往戏曲演出的受众基本以当地华人为主的

局面，对跨文化传播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澳大利亚的演

出过程中，开创了全本大戏的演出先河，演出现场不仅

有华人，也有不少海外观众，受众的年龄层次多样化，

通过现场与唱词同步的英文字幕，进一步促进观众对戏

曲的内容理解。许多观众更多的是被越剧的天籁之音和

靓丽着装所折服，可以说演出的现场取得了较好的跨文

化传播效果。本次演出采用展示绍兴城市的宣传册、海

报、折扇和黄酒等城市形象名片的方法，也更注重文旅

融合的深度捆绑发展策略，为越剧戏曲艺术的跨文化传

播增加了城市海外宣传的维度，能够在文化交流的基础

上，进一步推介城市的国际化形象。但毫无疑问，西方

观众的欣赏落脚点大多数聚焦于戏曲的戏服、唱腔等。

因此，还没有真正体现“互为中心”的思维转化，演员

与观众之间的深度交流缺乏，长效影响机制尚未建立，

故依然难以摆脱“人走茶凉”的低回报性传播效应，这

样的接受度在多年中并未形成本质上的转变。

四、新时代背景下提升越剧跨文化传播效果的路径

探索

中国戏曲从 13 世纪开始对外传播，在欧美国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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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区开展过戏剧艺术的交流，经历了不同的历史

阶段，伴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变化，其在跨文化传

播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解读、文化冲突和文化交融的

特点。绍兴市演出有限公司创作的越剧明星版《梁祝》

海外巡演处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对进一步推进

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但本次演出作为政府主导和

自主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以传播

者为中心的逻辑，这就容易格外重视对受众的操控能力、

对传播符号的驾驭能力以及本国经济、文化、军事方面

的对外输出能力，从而忽视了传播过程中各主体的平等

性。因此，增强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间性和文化对话的

平等性效果是传播效应的重要考量点。从传播学视阙审

视戏曲艺术的效果，应该思考如何探讨戏曲艺术传播的

指向，即考察戏曲有什么传播作用，为什么会有这种效

果；是传播内容产生的效应，还是传播方式或传播途径

发挥的作用，通过对问题的精准定位，从而找到提升戏

曲在海外演出中“自塑”和“他塑”跨文化传播效果的

正确路径。

1. 传播主体构建多元共生理念

就传播主体而言，越剧的跨文化传播从最核心的艺

术创作者个体，再到艺术领域的其他工作者，再次是广

大受众。对前两个受众类型的影响力相对较为稳定，最

核心的还是广大受众问题。海外华人是一个十分特殊的

文化群体，他们是越剧跨文化传播的主要接受者，也是

最好的传播者。越剧的海外演出，能够帮助这些华侨及

其后代与民族文化继续保持深度的联系，使他们具有更

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并能致力于保存和延续传

统文化。在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接受过程中，熟

谙并热爱中国戏曲的海外华人是消弭文化差异和文化误

读更好的中介和桥梁，他们既熟悉母国文化，又能以西

方世界的本族语言恰到好处地给予信息的解释与传递。

其中的部分人，在自身对越剧文化爱好的基础上，还成

立了各个城市的越剧爱好者社团，继续弘扬越剧文化，

这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能够有助于对传统越剧戏曲进行

二度创造和形成新的阐释，从而逐步扩大越剧文化的影

响力。

传播主体多元化考量的第二个重点是来华学习的

留学生。依据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传播思想，戏曲跨

文化传播既有异域的文化传递，也可以针对本土的异国

受众展开。浙江省也是海外留学生较多的大省，每年的

“梦行浙江”留学生才艺表演大赛就是推广越剧文化的

良好契机，当然各个院校内部开展的越剧文化体验更能

够让留学生近距离了解越剧的文化内涵，并有可能使其

在归国后从受众角色成为越剧文化的推广主体之一。

再次，传播的主体不能仅仅局限于演绎人员和受众，

也需要更多跨文化传播的专业人士进行深度参与，这其

中就包括国外著名文化中介组织、经纪公司等。同时，

戏剧外译的过程中，不仅是文本的翻译，还需要演员舞

台表演中视听觉符号的目标语符号呈现，戏剧的真正价

值在于通过演员的艺术美学技巧呈现，包括演员的肢体

动作、面部表情、化妆、服装、舞美和道具等，让观众

通过即时性的接受来理解他国戏曲文化，这对不同文化

间的语言符号转化又提出了不同于其他翻译的巨大挑

战，也是戏剧未能真正走出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吕世生 

2017）。因此，更需要与海内外院校的外语专业和戏曲艺

术专业形成长期性的合作关系，培养精通戏曲和中西文

化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可以通过更多高校的海外资源，

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学者加入剧本译介的工作中。这类

人才既需要一定的戏曲文化背景知识，也需要懂得现代

媒介的使用方法，掌握流利的戏曲艺术交际能力。具有

多语种的人才库，这是越剧今后跨文化传播至关重要的

环节。

2. 传播客体有多样化选择，更侧重双向交流平衡模式

戏曲海外巡演的题材类型需要多样化，可以在传统

戏曲创编的基础上，适当引入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等具

有时代创新特色的曲目，甚至采用中西合作的方式。目

前对海外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戏曲曲目，以越剧为例，首

选依然是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传统戏，如《梁祝》、《红

楼梦》和《西厢记》等。近年来，新的曲目如浙江小百

花艺术团中外合作的《寇流兰与杜丽娘》、绍兴小百花

越剧团的新拍越剧《王阳明》等层出不穷，虽然很难再

现当年梅兰芳访美或是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海外巡演

的效果，但越剧作为今后出国巡演的选项之一，可以为

追求新颖、渴望了解中国新时代风貌的外国观众带来不

一样的异域民族文化体验。只有将传统和现代有机结合，

告诉观众戏曲正在传承和引导满足当代人不断创新精神

文化需求，戏曲的思想、故事和审美正在怎样不断影响

和改变着当下生活，能够让当代人获得怎样的收获和启

发，西方的受众才能对中国戏曲建立起一种更有实质意

义的情感和价值认同。

由此，更需要鼓励越剧编剧导演更加富有创新革新

意识地创编具有当代气息的现代越剧曲目。如果仅仅依

靠传统戏进行戏曲的海外传播和推介，那么在受众的层

面上依然只能局限于少数有一定年龄和中国文化基础的

西方观众，针对其年轻一代，需要考量将戏曲传统和现

代精神进行进一步的融合，从而实现拓展海外戏曲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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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目的。这就应该在剧目创编上更加重视对文化自

我的塑造，而不是刻意迎合西方受众东方化的他者理念。

在上述各种传播客体的设计中，越剧要积极地展

开双向平等对话。利用越剧自身不断的革新精神和大量

现代性排演的艺术积累，扭转西方受众和媒体对东方世

界国家的刻板印象，在国际化语境下多开展戏曲交流展

开中外对话，如这次越剧《梁祝》的演出就曾参与到第

24 届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中，罗马尼亚主流媒体

Aplauze 对本次演出进行了深度报道，从异域文化视角展

开了对梁祝故事的阐释，很好地开展了与其他民族戏剧

文化的深度对话，也让海外观众通过以戏曲为代表的文

化去了解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社会。但从整体的欧美

巡演来看，各种民族戏曲文化交流由于时间、人力资源

条件和其他相应合作交流的缺乏，仍然需要更多地去思

考各种多元文化融合和平等交流的路径。

3. 传播策略的多媒介多渠道融合，形成精准有效的

传播方略

要重视多元传播方式的有机组合，基于现代传播媒

介的合理利用，尤其是国外各种社交媒体的传播技术和

手段。伴随新媒体的崛起，尤其是自媒体的突起，很多

新鲜资讯涌进新闻领域，为传播对象提供了越来越多的

选择空间。在这次全球疫情报道中，传统主流媒体依托

“融合 +”模式，运用“万物皆媒”观念。内容上，进行

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多种报道方式；形式上，进

行多渠道分发，注重长尾受众，进行微博、微信、短视

频、新闻客户端等多渠道发布。因此，越剧戏曲的跨文

化传播，也可以尝试安排专业人员开通抖音、微博等账

号，也可以适当借助海外各国的社交媒介手段，通过技

术革新不断拓展越剧跨文化传播的内涵与外延。

在各种媒介手段精彩纷呈的当下，越剧文化完全可

以借力于“互联网”的东风，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在

当代社会的融媒体体系中再现当年万人空巷的传播效果。

越剧戏曲的演出，不能单纯依靠一股脑宣传和报道，或

服饰舞美等的技巧性艺术来吸引观众，而应该充分利用

他国主流的媒介手段，对越剧戏曲文化的渊源和内涵进

行深度挖掘、集中关注和持续报道，如此才能影响他国

受众对越剧文化的认知和接受行为。梅兰芳当年访美演

出的成功，很大部分应该归因于当时属于非常前卫的媒

体宣传和前期铺垫的基础，以及欧美受众长期以来基于自

身传统戏剧文化认知所形成的对中国戏曲的盲视而造成的

对东方文化的“猎奇”心理（孙惠柱 2016；江棘 2016）。

这也是越剧戏曲海外巡演可以切实思考借鉴的地方。

4. 传播效果的清晰定位与检验

传播效应的考量需要构建他者文化视野，拥有他者

文化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在“5·31”讲话中还提出：“要

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

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

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

性。”越剧“走出去”的传播效果，需要落实在精确受众

国调查的基础上，掌握他国受众的接受心理，并恰当运

用传播心理技巧，打动他国受众的内心世界。这就需要

在跨国演出中，进一步做好别国受众文化研究，针对不

同国家的受众，不再采用千篇一律的宣传册，而是进行

市场细分和定位，提供差异化的戏曲表演服务和其他文

旅融合服务，与当地的文化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进

行互文性介绍，拉近当地观众的观戏心理距离，提升戏

曲表演服务的差异化消弭水平。同时，在和城市形象同

步融合推介中，增强城市文化与演出当地文化的互文性，

事先做好不同巡演城市的文化了解，将绍兴城市文化以

当地人民乐于接受的文化符号和聚焦不同历史故事以适

应不同受众的方式进行传播，吸引更多国际观众来绍兴

交流和增进了解。

由于长久以来，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国门”在“供

给侧”战略上的失策，符号化、动作类、技巧类、热闹

类的产品占据整个“走出去”产品的绝大份额，因此，

并不能反映中国真实形象的“中国形象”。根据海外实地

调查，在海外受众对中国典型文化特点的了解中戏曲是

列在最后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戏曲文化艺术及其承载的

思想内涵、民族精神难以真正深入世界人民的心灵，这

不能不引起艺术决策者深刻的反思（林一 2016）。新冠

疫情暴发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受到较为严重的冲

击，尤其是在中国迅速战胜疫情的对比之下，西方国家

部分媒体甩锅中国，敌视亚裔尤其是对中国人的情绪上

升。讲述“共享价值观”，特别是世人共同关心的、与人

类命运息息相关的价值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比

如以《梁祝》故事为契机，表达在共克时艰的背景下坚

守爱情的美好等内容就具有“共享价值观”的意蕴。因

此，通过越剧等戏曲艺术交流活动，传递基于戏曲艺术

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力量，

可以为中西方关系注入“暖力量”，推进中西方人文交流

中的群体偏向、文化偏向、传播偏向的多重影响，构建

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平台，实现从刻板印象到互惠性理解

的跨越。以共情为起点，通过特殊的“他者”，探索文化

“他者”的认同，实现互惠性理解。

五、尾声

今天的戏曲活动，都处在与国际戏剧同步发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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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融汇、彼此启迪的历史潮流之内。伴随着中国国际影

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和经济的崛起，后面必有文化的振兴

和复兴。中国的题材，中国的艺术，包括中国戏曲的国

际化推进，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越剧艺术作为国家非

物质遗产中的重要地方戏曲文化，理应尝试从观念上、

文化上、艺术上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感染和影响世界。

本文尝试从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多学科视角思考当代越剧

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于实地访谈和媒介材料分析的基

础上，认为海外受众对越剧艺术的接受心理层次仍然没

有较大的突破性提升，审美旨趣依然停留在“东方化的

他者”阶段，从而提出对越剧艺术需要拓展传播主体的

多元化构建、传播客体现代与传统的相容性与平等交流、

传播受众的多层渐进式定位以及传播效应的精准定位等

策略，期冀进一步提升越剧的国际影响力。越剧文化有

根、有传统、有积淀、有经典，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上

海越剧院等知名越剧团在立足本地化的基础上，又结合

现代化做了大量改革尝试，创作出弥漫着浓郁文化底蕴，

又能与时俱进、赋予古典戏曲以现代舞台综合美感的艺

术风格作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当下“互联网 +”

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越剧声腔的戏歌渗透，越剧流派

的超域限变异，越剧程式的非程式化呈现，越剧舞台的

写实化布置，以及越剧艺术家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努力，

越剧艺术一定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出更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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