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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景下音乐类非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传播对策研究 
——以华阴老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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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发源于陕西省华阴县传统说书为基础发展

形成的一种汉族皮影戏曲剧种。在受到现代市场冲击的背景下，坚持传

统的华阴老腔也在寻求以新媒体为媒介的创新性传播对策。本文主要分

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研究以老腔为例音乐类非文化遗产的创新性

传播对策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及老腔的起源与现状。第二部分笔者从华

阴老腔的传承人老龄化，运作模式，创新方向，外部环境等方面出发总

结了其过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根据其发展遇到的问题，笔

者着重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议，使华阴老腔走出现在的发展困境。 后一

部分对前文所提出的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出音乐类非文化遗产的创新性

传播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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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ing impacted by the modern market, Huayin old cavity is also 

seeking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countermeasure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purposes, significance and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musi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origi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LAOQIANG. In the second part,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ast from the aspects of aging of the 

inheritor, operation mode, innovation direction,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third part is based on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its development,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so as to make Huayin old cavity out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The last part summarizes the situation mentioned 

above and the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music 

non-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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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背景 
华阴老腔，起源于明末清初，主要盛行于陕西省华阴市的双

泉村，是华阴市泉店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属于皮影戏的一种。
在 2006 年 5 月 20 日，华阴老腔已经国务院批准，选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积淀。然而
在当今信息时代，新媒体时代的体系之下，互联网的进步为其开
拓了新的发展路径，但是此类地域性戏曲剧种并没有很好的紧跟
信息高速传播的步伐，仍旧处于传播范围太小、局限封闭性较强
的阶段。同时，还存在着传承人老龄化、自身创新意识、流行音
乐的冲击、戏曲本身的局限——仅限于华阴张姓家族中留传等问
题。尽管华阴老腔曾被写入林兆华导演的电影《白鹿原》、张艺
谋导演的电影《活着》中，以《华阴老腔一声喊》一曲登上了
2016 年央视春晚，以及走出国门，登上过世界的舞台，但由于
种种内部与外界的原因，时至今日，它仍旧仅保留在华阴境内。 

（二）研究目的 
1.对华阴老腔的保护、传承、弘扬起到推动作用 
华阴老腔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与艺术

的积淀。在新媒体时代下，互联网的发展的确为其提供了新的发
展路径，但在它发展传播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传承人逐渐趋于高
龄化、演出经费不足以维持生活、青年受众群体接受度过低以及
内部传承创新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我们开展此次研究是希
望能够让大家更深入地感受华阴老腔的魅力，更深刻地意识到其
传播困境，并号召广大群众给予它更多的关注， 终对华阴老腔
的保护、传承、弘扬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为传统音乐的研究供重要素材，丰富其创新性传播对策 
华阴老腔是陕西省华阴市的地方特色剧种，其内涵丰富，形

式上与摇滚乐有着师出同源的相似之处，因此极具研究与传播价
值。然而迄今为止，只有谭维维的《给你一点颜色》成为了华阴
老腔创新性传播史上昙花一现的辉煌成果。本次创新研究课题，
旨在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实地采访等方式获取一系列素材，为传统
音乐的研究提供资料，另与专业知识结合，分析新媒体背景下华
阴老腔的创新性传播对策。 

3.通过对华阴老腔运用田野调查法进行全面调查与研究，初
步熟悉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与实践操作。在提高田野调查能力的
同时，将传播理论运用于其中，对华阴老腔的传播内容及方式进
行较为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培养和提升理论用于实际的能力。 

（三）研究意义 
王国维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戏曲是我国民间

特有的表演艺术。而在当今互联网多媒体融合发展的情况下，同
时受到流行音乐市场的冲击和传统音乐艺术自身发展的创新性
不足的双重制约，使得如华阴老腔一般的音乐类文化遗产受众群
体逐渐边缘化、小众化。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华阴老腔与新
媒体的联动发展无疑能为传统音乐遗产提供新的传播模式，开辟
创新性发展道路。 

（四）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项目组成员从 2018 年 3 月开始着手本项目，对相关的国内

外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与课题相关的期刊文献资料进行搜
集、整理与解读。归纳总结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
力求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新媒体环境下影响华阴老腔传播的因素。 

2.问卷调查  
前期阶段团队初步设计了一份关于项目课题的问卷，并根据

问卷调查结果反映的问题，在后期对问卷设置进行了进一步的修
改补充，以期获得更全面更系统的调研信息。  

本课题的数据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依据华阴县居民分布
情况从华阴抽取随机选择双泉村、小泉村两个村的村民进行问卷
调查。 

3.田野调查法 
小组在调研期间采用田野调查法对华阴老腔的现状进行全

面调查与研究，走访陕西省华阴市双泉村和小泉村，并已完成准
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和补充调
查阶段全部五个阶段。 

二、存在的问题 
（一）外部环境因素 
1.外来音乐文化的冲击 
由于大多数人的音乐鉴赏素质能力并不丰富深刻，一直以来

都存在着以交响乐、歌剧等为雅，以本土民谣、戏曲剧种为俗的
潜在风气。因此一直以来，华阴老腔等一系列中国的传统音乐都
受到外来音乐文化冲击与碰撞。国民怀有以听异国音乐为高级、
听本土民族为俗的潜在心理，特别是占有音乐听众绝大多数的青
年人，因而就加大了传统戏曲的扩散传播与传承。 

2.流行音乐的打压 
地方性戏剧在国民内的传播速度和进程都较为困难，特别是

在当代年轻人群中。时代的进步，社会的步伐愈来愈疾，人们都
青睐于各种流行音乐，如说唱、爵士、嘻哈、电子音乐等。相较
起华阴老腔等传统戏曲，此类流行音乐更为国民所接受、传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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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时下流行，更活跃更有生命力。诸如华阴老腔此类传统音乐
所代表的风格、表达的情感、演出的形式以及旋律歌词等都与现
当代的大众流行因素稍有脱节，听者难以对其感同身受，无法很
好地融入其中，因此较难产生喜爱之情。 

（二）自身创新性的欠缺 
华阴老腔从明末清初开始发迹，迄今为止已有数百年历史，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自身的创新却少之又少。尤其是在目前新
媒体平台如此活跃的状态下，华阴老腔却依旧在小小的戏台子
上，用板凳、月琴和皮影进行着表演。作为一门“跟不上时代潮
流”的艺术，它随时面临着被人们遗忘的风险。 

令人欣慰的是，华阴老腔在 2016 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为人
们展现了自己的一个新面貌，与流行音乐的结合展现了华阴老腔
创新的潜力。这次绽放好似昙花一现，虽然为华阴老腔带来了新
的机遇，但 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又一次沉寂。 

（三）传承人问题 
1．戏曲人老龄化、传承人流失问题 

表 1 华阴老腔练习者年龄统计表 
年龄 

（岁） 
18 岁 
以下 

18 岁到 
30 岁 

30 岁到 
50 岁 

50 岁 
以上 

人数 35 80 156 234 
百分比 6.93 15.84 30．89 46.33 
表中结果表示：华阴老腔的练习者在年龄上差异较大。18 岁

以下练习者只占 6.93%，而 50 岁以上练习者占 46.33%，练习
表演者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这种现状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
因为 18 岁以下的老腔戏曲人大多为课业繁忙的学生，没有太多
的空闲时间练习。而且受当地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多数青年人
无法纯粹依靠老腔维生而选择外出务工贴补家用。而 50 岁以上
已经是退休人群，空余时间较多，练习华阴老腔在达到强健身体
的基础上同时也会选择参加一些有偿性演出。 

2．老腔表演报酬低廉 
表 2 华阴老腔表演场次与费用统计表（1988-2018） 
 1988 年 1998 年 2008 年 2018 年 

演出次数 30 余次 50 余次 80 余次 120 余次 
演出费用/

次 
20-30 元 50-100 元 100-150

元 
100-150

元 
在研究中发现，当前华阴老腔的经费主要来源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当地老腔保护部门拨款，但是真正用到演出的资金
并不多，专款专用并没有得到落实和资金本身就富足都有原因。
第二种是参加商业演出所得的一定数额的薪酬，但是如图 3.2 
所示，老腔表演一年所得的费用较低，使得表演者纯粹以此维生
的报酬。此外，老腔是一种群众性的民间艺术，主要演艺人是当
地的普通群众，大多没有其他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工作，老腔低廉
的表演回报打击了他们参加表演的动力，导致当地的老腔表演缺
乏年轻的演出人员。此外，受到流行音乐市场的扩大和挤压，当
地剧院为了谋求利益 大化，不得不再次降低老腔艺人的酬劳水
准和使用粗劣的演出服装，对它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四）运作模式 
华阴老腔早期在民间一直处于纯自发的状态，而且大多数情

况下是以皮影的伴唱的形式出现的。但是近年来，这样的状况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 2006 年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到 2012 年在电影《白鹿原》中出现、2016 年春晚与谭维
维合作表演，再到以华阴老腔艺人王振中为原型的电影《老腔》
的上映。华阴老腔逐渐独立并开始走上了大众舞台。现在的华阴
老腔已经出现了稳定的演出团队，其演出的足迹已遍布全国甚至
走出国门。 

但是，华阴老腔尚未建立起完整的表演体系以及产业化的运
作模式。自华阴老腔走红后，张喜民戏班等每年都有多场商演，
但这样的演出模式流动性极大，偶然性很强，从而难以形成长久
有效的运行机制，且难以实现老腔的市场化运作。 

三、创新性传播对策 

（一）传统形式 
1.政府加大重视戏曲剧种的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 
华阴老腔的老腔班社在华阴县内有数个，其中 有名的便数

张喜民创办的“喜民社”以及白毛老先生王振中创办的“振中社”。
在此次调研期间，项目成员在对其中一所老腔班社——陕西省华
阴市文化馆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发现该培训学校的门面较为
老旧，也比较窄小，并不起眼。经过与该班社的负责人进行对话
访谈后，我们了解到如今报名学习老腔的情形比较惨谈，经费收
入问题、传承人老龄化、年轻人都不愿学习或是外出工作等种种
因素所导致的。由此可见，政府可以加强培养华阴老腔的后备人
才力度，如：减免戏曲艺校的学杂费、加强对戏曲剧种艺校的基
础教学设施以及师资队伍建设、对于戏曲学校的招生分数线给予
相应的优惠政策等等，诸如此类的措施都有利于老腔班社的续
航。 

2.对相关剧团及班社等给予相应的物质援助及政策扶持 
所谓的物质援助，指的是政府可以对老腔剧社的演出条件、

排练条件以及工作环境等文化硬件设施给予资金拨款援助，这可
以使得戏曲人们的工作质量得以保障、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更
有利于戏曲文化的传播。 

3.通过对华阴老腔的宣传和教育，提高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
基本意识 

国家或政府相关部门可将华阴老腔的宣传教育与学校教育
相融合，将诸如此类的民间传统文化列入到国民的基础教育之
中，如：在大学开设相应的戏曲文化的艺术类选修课，以培养出
一批新的戏曲观众，让此类地方色彩较强的民俗文化像相声一
样，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 

（二）多媒体平台的宣传对策 
目前，“互联网＋”的潮流已经席卷全球，各大新媒体平台

层出不穷。这些平台的传播速度快，爆炸性强，影响力也很广泛，
重要的是进驻的门槛很低，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传播者。所以华

阴老腔也可以借此东风为自己“造势”，建立微信公众平台、微
博、抖音，甚至 bilibili 账号，通过发布老腔表演的视频或演出戏
班的日常来推广并塑造这门艺术的形象。 

针对不同的平台，华阴老腔的宣传者可以投放不同内容的信
息。例如，微信公众平台适合发布图文并茂的推文，用以宣传某
场演出、某位功勋演员的故事；微博平台则更适合发布一些戏班
的日常，让大众更有接近感；而抖音和 bilibili 平台则更适合发布
视频，不同的是，发布在抖音的视频应当以“短小精悍”为主旨，
演出的高潮部分、后台的有趣故事都可以在抖音发布，长视频和
剪辑版的精华合辑再投放给 bilibili。 

通过这样有针对性地分平台宣传投放，华阴老腔的知名度和
传播效力会得到一个较大的提升。同时，流量的提高也会为华阴
老腔带来更多的市场机遇，经济问题也有望迎刃而解。 

（三）定制新媒体个性老腔旅游 
互联网 + 华阴老腔旅游开发，可以在 VR 全景式虚拟旅游

和一站式体验旅游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开发 VR 全景式虚拟
旅游满足了没有充足资金或时间去华阴感受老腔的人群，借助新
媒体开发再现老腔特色旅游景点，并借助家用 VR 设备体验实景，
同时，其背景音乐、人物服装、头饰、环境等都可设定与华阴文
化相关。第二，实地体验式旅游开发，主要是领略华阴文化内涵，
在老腔发源地建设文化旅游基地，组织老腔志愿团乡村表演，在
景点内设置体验馆，包括文化展览、老腔历史博物馆，还带领参
观老腔著名戏曲人故居等旅游项目。 

（四）人工智能 
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要充分利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快速发

展起来的各种技术资源。我们可以首先，利用先进的数字媒体技
术 大限度地收集包括华阴老腔在内的各类民族音乐的相关数
据，建立完备的民族音乐资源池，以便实现对于此类文化瑰宝的
保存和查询利用。其次，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各类民族音乐按
照不同民族或不同曲风等标准进行数字化创作，以更为简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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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立面向音乐创作者的民族音乐创作素材池，为对于民族音乐
的传承、保护、开发和利用提供便利。 

四、小结 
在如今新媒体盛行的情形之下，华阴老腔的传承与传播既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又身处于互联网+的信息网络化市场化的飞速
发展的条件之中。如何及时的把握好时机、抓住机遇，将新媒体
技术与传统数字媒体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从而达到对华阴老腔
的保护、传承、弘扬起到推动作用，丰富其创新性传播对策。总
的来说，将华阴老腔等传统音乐类非文化遗产与现行盛行的新媒
体互补互融是能够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开辟互联网新媒体时代
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的新道路，使其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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