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4, 12(3), 623-629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3100  

文章引用: 张旭. 戏曲类短视频传播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J]. 新闻传播科学, 2024, 12(3): 623-629.  
DOI: 10.12677/jc.2024.123100 

 
 

戏曲类短视频传播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 

张  旭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4年3月28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13日 

 
 

 
摘  要 

随着媒介环境的变革，戏曲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中不断开拓创新，

一改传统传播模式，迎合短视频行业，以不同以往的崭新形式在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上重焕生机。

本文结合传播学对短视频平台中戏曲类内容传播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如何最大效度地发挥短视频平台传

播的优势，以期实现戏曲文化的视频化发展，推动戏曲文化创新化、广泛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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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 the art of drama, as a valuable asset in Chinese tradi-
tional culture, has been constantly pioneering and innovating in the current new media environ-
ment. It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mode, catered to the short video industry, and 
revitalized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represented by Tiktok in a new form. This article comb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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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tudies to analyze ca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content dissemination on 
short video platforms, exploring how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dvantages of short 
video platform dissemin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video base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culture, promote innovative and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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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意义 

戏曲艺术悠久的历史，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文化传播与媒介革新息息相关，在新媒体发展迅

猛的今天，传统戏曲演绎形式冲到猛烈冲击，戏曲艺术如何与新技术结合，创新戏曲艺术演绎新形式，

拓展戏曲文化传播新途径。本研究将戏曲文化和传播媒介相结合，具有以下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看，戏曲的传播方式关乎其生命力和未来发展，短视频这一传播方式催生出新的戏曲

表现形式。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发现，学界对于短视频的研究虽然较多，但是关于戏曲借力短视频平

台的研究甚少，在这一方向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本研究针对这一方向，以抖音为例探究戏曲类短

视频传播的现状及发展策略。希望对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进行有力补充。  
从现实意义上看，短视频传播有着即时性强、互动性强、传播范围广、传播精准度高等优势。且抖

音短视频平台拥有数量巨大的用户群体，能够为戏曲传播提供庞大的受众群，扩大其传播影响力。然而，

抖音等新媒介平台上的戏曲传播内容的质量良莠不齐，存在着碎片化、泛娱乐化、同质化等问题。这些

问题若不解决必将会成为戏曲类短视频传播的巨大隐患。本研究通过分析戏曲类短视频传播的特点，从

传播主体、受众、媒介平台三个方面给出具体的优化策略，以助力戏曲的现代传播。  

1.2. 研究现状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戏曲类短视频，以传播学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核心。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笔者在

中国知网上进行主题检索“戏曲类短视频”共产生 45 条结果，主要分布在戏剧影视与电视艺术和新闻与

传媒学科领域。  
初滢滢在《短视频为载体的戏曲艺术传播策略》(2021)中提到戏曲 KOL 的重要作用，他们的短视频

账号要展现个人魅力和风格，KOL 所制造的现象级话题可以使得戏曲更容易被年轻受众接受。赵慧琳在

《抖音平台上的戏曲传播效果分析》(2023)中提到许多戏曲从业人员将目光转向短视频平台，通过拍摄上

传与戏曲相关的短视频和短视频平台直播等方式，以“第二剧场”的形式进行戏曲艺术的展示与传播戏

曲艺术。潘祥辉等人在《戏曲类抖音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探析》(2023)中利用 ELM 模型为分析框

架，研究出影响戏曲传播的主要因素有受众对不同戏曲行当的传播内容有显著好恶，且相较于“台前”

公开式的内容表演，观众更喜欢戏曲幕后的故事分享。由此可见，目前戏曲类短视频传播的研究较多，

且已有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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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重点、难点 

1) 研究重点 
探究戏曲类短视频传播的特点，分析戏曲短视频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给出短视频类戏剧传播

发展的新的思路和具体方法。通过对戏曲类短视频传播的探究和对于戏曲短视频内容与形式的多样与多

元化进行相应创新，构建出贴合时代的戏剧文化传播策略，助力传统文化传播。  
2) 研究难点 
笔者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获取戏曲方面信息。对于数据的分析、整理需要花费一定精力。另外本研

究需要有大量的案例支撑，笔者需要在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世界，对信息的甄别筛选、整理归纳。  

1.4.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以下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本人将以中国知网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对相关学术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并作出文献

综述。  
案例分析法，通过选取戏剧短视频传播的代表性案例，从案例中发现戏剧短视频传播的特性和规律。

对典型性案例的分析，一方面是对已有的理论和观点的补充，另一方面新的案例也是新观点的佐证。 

2. 戏曲与短视频的结合 

2.1. 短视频的传播特征 

作为一种新型传播模式，即时性、互动性是短视频与传统大众传播最大的区别。此外，短视频传播

的特点具体体现为：第一，短视频这使得内容呈现形式能够得到从文本到图像再到影像的广泛覆盖，它

通过整合文字、图片和视频，使用户在碎片化的时间内能够更加生动地接收信息。第二，短视频传播即

时性、互动性强，只需一台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人人都可以传输与接收信息，大大突破了传统传播形

式时效性差，反馈周期长等沟通限制。第三，短视频传播者与接受者界限模糊。在传统媒体的传播语境

中，受众更多的时候只能被动接受信息，而在自媒体时代，随着视频编辑软件越来越简单易学，传播技

术门槛降低，人们不再只能被动的接收信息，也能传播信息，传受双方的身份不再完全分离、矛盾，而

是相互交融，难以明确划分[1]。第四，大数据推送使传播更加精准高效。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

各大型短视频平台会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偏好内容关键词推送给目标群众相关短视频内容，从而提高

短视频传播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2.2. 戏曲传播与抖音平台的结缘 

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戏曲的发展与传承与媒介息息相关，

戏曲的传播形态也随着媒介的变革不断变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自媒体”时代来临，刷短视

频成为了民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娱乐方式。 
据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中国网络视听

规模达 10.74 亿人，网民使用率 98.3%，全网短视频号总数达 15.5 亿个 1。由此可见，短视频拥有着客观

的市场规模，促使短视频传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作为一种重要传播方式势不可挡地持续发展，

利用短视频这一创新性叙事方式，更利于传播普及传统文化。作为火爆国内外的短视频平台，抖音中涉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话题的视频播放量为 340.5 亿次，抖音《2023 非遗数据报告》显示：截止 2023 年

5 月，抖音上平均每天有 1.9 万场非遗直播 2，抖音成了人们了解非遗的重要载体。此外报告还统计了不

 

 

1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842485/.2024.03.28。 
22022 抖音非遗数据报告[R]。抖音，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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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龄段人群在非遗项目上的不同偏好，出乎意料的是，最爱看戏曲的人群竟然是“00 后”。由此可见，

抖音平台成为了戏曲传播的新的重要阵地，短视频已成为了传统非遗与当代年轻人的连接，抖音短视频

平台与戏曲结缘使戏曲被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如何通过短视频这一形式构建新型的戏曲传播传播话

语体系，使得传统戏曲能够基于短视频平台庞大的用户规模，将戏曲文化普及、传播和推广给更多人，

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恢复传统戏曲的大众欣赏本位已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新课题[2]。 
一般来说，欣赏一场戏曲演出需要数小时的时间，一场戏曲演出往往会分上班场和下半场，有的戏

曲可能只演截取出的高潮段落，毕竟全部演完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很难有持续性的场地和观众来

支撑戏曲演员一次性在一个地方给固定人群演完一整本戏。用户的信息接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短视

频传播更符合当代网民的上网习惯，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将精华内容传达给受众，更加符合部分人群

碎片化的阅读习惯[3]。目前来看，戏曲借力短视频传播已成事实。截止至 2022 年 12 月，笔者在抖音平

台搜索“戏曲”，这一话题已有 123.1 亿次的播放量，参与话题的既有官方组织运营的账号也有广大的

业余戏曲爱好者。固然，短视频削弱了完整戏曲的艺术价值，但是戏曲类短视频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选择，

其传播影响力不容小觑，在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传统戏曲通过短视频的形式试图为自身的传播拓宽了

道路。  
首先，短视频传播缓解了戏曲小众化的特征。提及传统戏曲，许多人觉得它属于老年人喜欢看的小

众文化。而戏曲类短视频聚焦戏曲精彩片段或，将传统与流行相结合，易于年轻人接受[4]。如抖音 2023
年的越剧新龙门客栈片段配上一首现代歌曲卜卦，短时间内产生了强大的反响，许多年轻人都爱上了越

剧小生陈丽君，纷纷表示，“老公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性别”。在戏曲演出中，通过创新方式将传统

戏剧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引发年轻人认识和认同传统戏曲，将年轻受众第一次带到戏曲领域。  
其次，短视频拍摄剪辑技术多样化、多场景切换、配合音乐节奏、运用高级转场，让观众原本只能

在剧院观看到的全景戏曲艺术，在小小的屏幕里以更加立体，更加生动活力，引人入胜的形式呈现。该

平台通过竖屏的方式在用户与视频信息之间创造空间，使人眼更加聚焦，让用户更加专注，更易与演员

产生对话感，缓解了观众不在场时可能感到的距离感。 
最后，短视频媒介平台给用户带来了新的创作方式。通过抖音特效，用户可以将虚拟的戏曲服装、

妆发“穿”在身上，也可以使用配音功能进行对口型的戏曲表演[5]。例如，抖音发布过一款“戏曲人生”

的特效，特效戏帽上的绒球、丝绦、绒花栩栩如生，媳妇也是十分华丽，吸引了 649 万人使用，用户能

够利用特效过一把戏曲瘾。此外表演戏曲需要一定的专业功底，想要唱好戏对普通人来说有一定难度。

但是在抖音可以通过对口型的方式满足了普通人“演唱”戏曲的愿望。例如，戏曲音乐“黄梅戏”被 464.2
万人使用，这些人大多都不是专业的戏曲从业人员，且这种另类的戏曲传播方式在专业性上比较欠缺，

但是却能大大增加普通用户对戏曲艺术的参与度，使戏曲在网络时代的影响进一步扩大[6]。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更迭，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被赋予了新的方式，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互

联网时代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阵地，只有合理利用新兴媒体，才能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提高其文化价

值和社会效益。  

3. 戏曲类短视频传播的案例分析 

2022 至 2023 年，抖音先后推出“DOU 有好戏”计划、戏曲直播节目《名角 DOU 来了》和 2023 抖

音戏曲文化节等多个项目[7]。“2023 抖音戏曲文化艺术节”邀请了刘冰、齐爱云、贺玲、陈尚等多位名

家名角和抖音传统文化主播齐聚云端唱大戏，吸引了超 1600 万人在线围观；抖音经典戏曲 IP《名角 DOU
来了》不仅推出“人生第一台戏”戏曲直播，还首次尝试线下卖票；此外，抖音直播还联动了东方大剧

院，授权《霸王别姬》《西厢记》等百余部经典剧目在抖音上开展付费演出，让更多观众通过新媒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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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接触戏曲、爱上戏曲的同时，也为戏曲主播们创造更大的线上“第二舞台。 
此外，除了专业性的演出直播，在抖音这个集趣味性和戏剧性于一体的媒介。短视频创作者通过各

种有趣的方式以营造戏剧性为目的吸引他人的关注[8]。例如，节奏明快、家喻户晓的黄梅戏《女驸马》

在抖音平台上引发了大众创作的热潮，许多用户用自己的方式演绎这段经典。如账号“曹颖”选择对口

型的方式进行表现，配以自己的表情、动作，来展现戏剧性。还有名叫“mono 荣荣”的账号同样选用这

段戏曲，用变装的方式吸引流量。无论何种方式，都体现了戏曲与抖音在戏剧性上的共性。  
除了上述成功案例，还有诸多戏曲工作者在借助抖音平台传播戏曲文化，如豫剧大师马金凤先生亲

传弟子谢彦巧、京剧大师梅兰芳第三代传人刘冰；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 5 位 00 后女生等等。他

们有的录制戏曲唱段点赞过百万；有的进行西区“云课堂”直播吸粉无数；有的分享后台化妆过程获得

大批“路人粉”。新媒体技术在更迭，受众代际在更新，戏曲应积极面向当今受众，用年轻人喜欢的方

式，让戏曲结合歌曲、技术、时尚相结合，真正走入年轻人心中。  

4. 戏曲类短视频传播效果分析 

4.1. 传播主体是影响戏曲短视频传播效果的显著因素 

短视频传播主体的个人魅力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显著。同一戏曲内容不同的主体演绎，最后呈现的效

果也大不相同。这主要取决于粉丝群体的偏爱程度，以及传播主体的个人风格。比如戏曲演员汪荃珍，

她的视频就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汪荃珍在抖音视频中，常常以“老铁们、家人们，我是戏曲演员汪荃

珍”开场，亲切而接地气儿。在演出《红娘》视频的最后，汪荃珍一句“拜拜吧，你呐”，把红娘的活

泼与俏皮活脱脱呈现到了观众的面前。她所发表的每一个视频，都有大量的留言与点赞，还有戏迷亲切

地叫她“汪大美”。因此拥有个人风格，展现个人魅力是戏曲表演者在抖音平台“破圈”的关键。 

4.2. 相比“台前”的公开表演，受众更喜欢演员在“幕后”的内容分享  

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场景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代表着面对观众的舞台，“后台”

则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场景[9]。传统戏曲以往的传播活动通常会在舞台上向观众呈现精心刻画的人物和

精心设计的表扬内容，其余的幕后场景则很难被观众看见。而抖音平台呈现了越来越多的戏曲后台内容，

向观众揭示了戏曲的“秘密”。例如，全网累计超 900 万粉丝的果小菁用短视频拆解京剧文化，采用“戏

说”的方式讲述京剧历史，把京剧演员的卸妆环节拍摄成“沉浸式卸妆”体验，在她的账号里，网友可

以了解戏曲舞台上常见但又叫不出名字的道具，观看演员化妆、勒头、换服装的全过程，最近她又开始

通过“说唱 + 上妆”的方式，集中展现戏曲中的西施、貂蝉、杨玉环、王昭君这“四大美女”的舞台形

象，成功打破了戏曲固有的传播套路。 

4.3. 字幕是提升戏曲短视频传播效果的直接手段  

许多戏曲由方言唱就，很多观众觉得吸取晦涩难懂、不明其意，难以与其产生共鸣，“听不懂”唱

词内容是主要原因之一。而用普通话演绎戏曲又丧失了戏曲的“纯正和经典”。而戏曲类短视频可以搭

配字幕，这样一来很好的消除了观众的欣赏障碍。字幕可以将戏曲的唱词与剧情清晰地呈现给观众，保

留唱词、念白的诗意之美，加深观众对剧情的理解，为观众提供连续完整的欣赏体验[10]，对戏曲短视频

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5. 戏曲类短视频的传播策略 

戏曲类短视频的蓬勃发展使戏曲文化从边沿地带慢慢走进社会大众的视线中，戏曲文化在这一时期

吸引了许多年轻观众，并迸发出新的生命活力。然而戏曲类短视频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抖音平台与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3100


张旭 
 

 

DOI: 10.12677/jc.2024.123100 628 新闻传播科学 
 

戏曲的融合并不完美，在传播过程中仍存在问题，主要体现为传播碎片化、泛娱乐化、同质化等问题，

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合理的传播策略。针对戏曲类短视频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笔者从传播者、

受众和平台三方面提出传播建议。  

5.1. 传播者树立责任意识 

1) 专业戏曲人员做好引领工作，以人代戏 
目前，多数院团的宣传侧重点仍放在线下，戏曲类短视频并不是他们宣传的重点。事实上，短视频

宣传是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宣传方式，可以用极少的资金和简易的拍摄工具达到线下甚至超过线下的宣

传效果。并且，院团应该更加注重演员个人的宣传，并塑造一个典型形象，不管观众对传统戏曲感兴趣

的原因是什么，哪怕是仅仅通过演员相貌吸引观众眼球，都是促使他进入剧场观看戏曲演出的第一步。

以人带戏的模式，或许可以使传播戏曲文化事半功倍。  
2) 普通用户尊重戏曲艺术，加强版权意识 
在这个人人自媒体的时代，戏曲的传播者也可以是戏曲爱好者等非专业人员。非专业人员应当提高

自身的戏曲文化修养，树立版权意识。在抖音平台上能够看到部分账号发布了一些未经授权的戏曲影音

资料，如剧场演出录像、戏曲节目的转载等。这种做法涉嫌侵权，传播者要有良好的版权意识，在获取

授权后才能公开传播。另外，这类人在传播时，对戏曲文化了解不深，很容易按照自己的理解传播错误

的戏曲信息，误导大众。甚至是为博取流量将戏曲视频制作的过度娱乐化，导致传播内容失去文化内涵。 
传播主体作为整条戏曲传播的第一环，要从源头上优化内容、提升质量。每一位传播者都应对自己

的传播内容负责，在艺术性和娱乐性之间寻找平衡，将更立体真实的戏曲艺术展现在大众面前[11]。 

5.2. 受众强化主体意识 

“传播即是基本的权利，那么权利的拥有和实践就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多元的基础上，特别是既有结

构的弱者，其权利更应该受到尊重，让人民得以参与媒体的运作。”[12]受众是戏曲传播的对象，也是媒

介服务的对象，受众的媒介行为如点赞、评论、转发等不仅能提高甚至引爆戏曲短视频的传播效果，还

能通过打赏视频的方式为平台和传播者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他们有权要求传播内容优质化和多元化。

强化受众主体意识能够监督戏曲传播高质量，促使低俗、娱乐化内容收到监管，受众从信息的被动接受

者到监管把控信息质量的主动角色的转变，是实现受众自身素质提升和内容高质量传播到双赢方式。 

5.3. 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促进全方位传播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成为优化传播效果的重要方式。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性，对戏曲

碎片化的表达进行有机融合。用短视频传播戏曲文化，始终一种碎片化、浅薄化的初级戏曲传播方式。

要想让大众深入了解戏曲艺术，深入灵魂般的感受戏曲魅力，就不能单纯的依靠几十秒的短视频传播，

而是要让大众真正走入剧场，与戏曲进行线下面对面的交流，只有静心看完一场完整的戏曲演出，才能

使大众对戏曲发展产生深层次的兴趣与关注，这也是根本上解决戏曲传播困境的方法之一。因此可以采

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政府官方对戏曲艺术家、个民间戏团进行召集，举办“戏曲下乡”或“戏曲进

校园”等线下活动，让大众可以在线下直观欣赏表演并沉浸式感受戏曲魅力[13]，让戏曲文化“声入人心”。 

6. 总结 

戏曲类短视频俨然已成为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渠道，不论是专业的戏曲艺人还是普通的戏曲爱好者，

这些戏曲传播者们以一种传统与现代性相结合的方式，将原本“晦涩”的戏曲变得流行起来，他们这些

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的方式，使得传统戏曲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让更多人感受到戏曲的魅力，纷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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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老祖宗的爱好果然没错。但是我们也要短视频对于传统戏曲的传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应该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扬长避短，利用好短视频这一传播方式，使其为传播戏曲文化服务，为戏曲的现代

化发展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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