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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社交媒体背景下京剧传承的新思维
——以微纪录片《粉墨》为例

袁远燕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四川 成都 611433

摘要：以哔哩哔哩、抖音、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缩短了大众传播中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的距离。基于此优势，许多社交媒体 UP
主的创作不仅具有娱乐属性更应体现文化价值，自觉肩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2022 年以来多项文件提出鼓励引导网络文化
创作生产，强调实施网络文艺创作传播工程，加强对网络主播、网络视听主创等等新的文艺群体的关心引导，扶持网络文艺社群
等新的文艺组织健康发展。《粉墨》等京剧微纪录片在哔哩哔哩的播出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政策的有效落地，其独特的叙事方式、
平民化的叙事视角与社交平台的传播场域相得益彰。笔者通过分析《粉墨》等微纪录片的创作，探索社交媒体背景下以京剧为代
表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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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闻鸡起舞，苦练武功，你方唱罢，粉墨登场”
道出京剧演员背后的故事。京剧艺术表演是中国
戏曲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代表之一。社交媒体时代给京剧传承带来了机遇
和挑战，机遇是京剧有更多“曝光度”为世人了解，
挑战是京剧的艺术属性与社交媒体的传播规律有
一些断层。以微纪录片《粉墨》为代表的京剧短
视频作品在这一背景下成为一个独特的案例，本
文通过对京剧相关短视频的分析，寻找链接传统
文化与互联网之间的载体，探索传统文化传播的
新思维。

一、微纪录片《粉墨》在京剧传承中的作用

（一）  内容呈现
微纪录片《粉墨》时长 14 分 58 秒，在哔哩

哔哩、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截至 2024 年
10 月的播放量是 5.6 万次，收藏 1780 次，转发
1041 次。《粉墨》的两位主人公是资深京剧从
业人员，一位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演员，一位是
民营剧团的团长。一位代表着主流一位代表着民
营，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却有着相同的理念，她
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自己所学的传统戏曲的
热爱，她们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创新着。

微纪录片以一个小女孩的仰望作为片头，女
孩眼神的特写仿佛倾诉着对京剧的渴求与无奈，
“一抬眼间”也唤醒了了人们心底的文化基因。
片中多次出现人物局部特写，一对张开的双眼炯
炯有神、一次描眉画唇尽显细节、一瞬甩袖点头
透露京剧韵味。短片的节奏张弛有度，在一次次
不停的旋转中可以看到演员的深厚功底叠化一滴
滴汗水下的练功日常，告诉人们“台上一分钟，
台下三年功”的真谛；在慢动作与定格之中又见
演员与乐曲的合二为一，仿佛今月依旧照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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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上海京剧院张派青衣董雪萍的自白将受众拉
回现实，董雪萍幼年在爷爷的教育下对京剧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系统学习后，董雪萍并没有
被困难吓退，5 点起床练功、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细细琢磨、深刻理解戏曲的精舍内涵，无论酷暑
还是寒冬从未放弃，在张君秋诞辰 85 周年戏曲
比赛中展露头角之后给了她莫大的鼓舞。“京剧
的传承依然面临寒冬”，董雪萍感慨到。在社会
大背景和市场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能够坚持
下来的人很少，但她依然坚持。随着物质生活的
提升，传统文化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一些新
媒体的助力下京剧演艺事业也各地开花才给从业
者带来更多的经济支撑。第二位是上海如意越剧
团的团长童丽君，对越剧的传承发展，童丽君认
为应该将“坚守”二字记心中，童丽君在社交媒
体开通了自己的账号，她通过直播的方式让更多
的人能够接触到中国的戏曲。

两位戏曲从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热爱
和坚守。保护戏曲、保护传统文化也许正需要更多
像她们一样的人，传承戏曲则不再是孤掌难鸣。

（二）适应社交媒体传播
1. 社交属性的体现
点开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评论：“真实、客观、生动，戏曲人不易”、“文
化自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信仰”、“也许我们缺
少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在这些互动当中我
们可以看到不少观众与创作者时间产生共鸣。由
于时长只有 14 分 58 秒，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观
看，使观感更加完整，这也符合社交媒体的传播
规律，在哔哩哔哩检索“京剧关键词”可以发现，
许多相关作品的时长都有控制。这也正是基于社
交媒体的短、平、快、新的传播环境，相较于传
统媒体的作品时长，许多观众更能接受精悍简练
的新媒体作品。微纪录片《粉墨》面对的受众也
不例外，在短时间内了解京剧的基本知识和京剧
从业者的真实生活状态，平民化的视角让许多观
众感同身受。学习戏曲需要启蒙，需要培养兴趣，
这样的方式缩短了京剧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增加
人们对京剧的关注、引发他们对京剧的兴趣。除
此之外，这种微纪录片的方式也可以方便地在各
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扩大了受众范围。

2. 平等的传受关系
社交媒体传播的一个关键是平等的传受关

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活跃的人，在社交媒体也
可以滔滔不绝、畅所欲言甚至锐评一二。社交媒
体平等的传授关系使更多的受众愿意加入其中。
在微纪录片《粉墨》种，两位戏曲从业人员褪去
妆容，真实的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是从另一
方面解开了戏曲工作的神秘面纱。平等的交流、
真诚的袒露、显示问题的困扰，真切感受到戏曲
的存在。第一视角记录演员的唱腔、身段、手势等，
特写镜头下人们可以进一步感受演员举手投足间
的一颦一笑、一张一弛。

在这样的传授关系中，一些基本的知识更容
易被记住。比如京剧的历史渊源、表演技巧、服
饰道具、演员的生活等内容。通过生动的画面、

真实的记录和精彩的讲述，将京剧的魅力全方位
地呈现给观众。人们观看之后产生的疑问也可以
即使在评论出提出，由 UP 主及时的互动为观众
答疑解惑，这样的沟通让更多人在潜移默化中学
习京剧知识，交流心得体会。

二、京剧传承面临的挑战

（一） 受众群体断层
《戏剧之家》2018 年第 26 期记录京剧受众

主要为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群，此类群体喜爱京
剧大致是缘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在传统媒体的时
代多数人能够接触到的文艺节目是以京剧为代表
的戏曲，还有戏曲中的历史故事、人文经典，成
为老年人了解文化陶冶情操的选择。相较于京剧
慢速的唱腔、夸张的表演现代社会年轻人刚倾向
于选择新媒体短视频。这是娱乐方式多样化之下
京剧观众群体逐渐缩小的原因之一。这就需要文
艺作品制作者和西区从业者对京剧的展示样态做
出改变和创新。

“京剧加 X”的传播样态使京剧受众群体断
层问题得到缓解。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检索“京
剧”。我们会发现有京剧动画片、京剧短视频、
京剧电视剧等，其中京剧动画片成为许多中小学
培养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方式之一。《京剧猫》
是一部以 " 京剧 " 为元素、" 猫 " 为主角的电视
动画系列片，其不仅展示了中国功夫更具有奇幻
色彩，" 梦想 " 与 " 热血 " 是动画片的核心。被
观众称为中国有良心的动漫巨作。在这部动画片
中 " 唱 "、" 念 "、" 做 "、" 打 " 等京剧动作的展
示淋漓尽致，京剧猫化身正义的使者一边战斗一
边进化，讲述了邪不胜正、坚持正义的故事。动
画片以 " 中国题材，国际表达。" 为理念，融入
更多的传统文化打入国际舞台。这也为京剧手中
注入了新鲜血液，更多的低龄受众可以通过这样
的方式了解京剧。    

（二） 从业者的减少
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专题研讨会“京剧人才

发展现状及对策”中指出京剧从业人员的现状，并
提出了一些应对方法。京剧的传承主要依靠专业素
质深厚的专业传承人，从目前传承人的访谈记录中
发现，许多传承人都是在年幼时期受到相关的影响，
为京剧学习打下了基础。但目前愿意学习和从事京
剧表演、教学等传承工作的年轻人数量有限。学习
京剧需要长时间的艰苦训练，且在经济收益和社会
关注度方面可能不如其他现代职业，这使得京剧传
承人的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

三、社交媒体对京剧传承的意义

（一）增加传播范围
社交媒体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能够突破地

域和时间的限制。如微博、抖音等平台，用户可
以随时随地分享京剧相关的内容，使得京剧能够
被更多的人知晓。以京剧表演的精彩片段为例，
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可以让全球范围内的观众
欣赏到京剧的独特魅力，吸引更多潜在观众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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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抖音发布《2021 抖音非遗戏剧数据报告》显示，
截至 2021 年 11 月，抖音实现覆盖 98.83% 国家级
非遗戏剧项目，非遗戏剧视频累计播放 600 亿次，
累计获赞 22 亿次。抖音成为网友观看非遗戏剧、
学习戏剧知识的重要平台，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
出，以抖音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戏曲知识的主
要传播阵地。

（二）增强实时交互
社交媒体的实时交互为广大网友提供了交流

学习的平台，在沉浸式浏览和自由互动中，许多
专业知识以更具“网感”的方式流向受众。在抖
音检索“京剧演员”关键词，不难发现许多京剧
演员已经入驻并且有百万粉丝和千万浏览。博主
果小菁是青年京剧演员，在她的主页我们可以看
到京剧演出片段和日常生活，如此直观的方式了
解京剧的林林总总，让京剧更接地气。笔者点开
评论区不难发现在众多评论中多是对青年演员的
赞许和京剧的赞扬。这种互动让京剧艺术以人民
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了双向互动。

四、社交媒体背景下京剧传承的新思维

（一）  创新传播形式
传统的京剧节目是以舞台演出为主，以舞台

表演录像为辅，科技助力京剧表演还可以借助穿
戴设备等开发更多的传播形式。如 2021 年 9 月
第十七届文博会配套文化活动中，“戏曲文化＋
AR 科技”、“粤港澳三地多剧种戏曲＋ AR”
展演在深圳世界之窗圆满落幕。这是广东省国粹
戏曲普及教育研究院以“传承国粹戏曲文化助力
中国梦”理念为脉络,通过AR科技融合戏曲文化，
展示了中国戏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与现代科技紧
密结合。结合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
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京剧的表演场景。

（二）培养年轻观众群体
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根据年轻观众的兴趣

和需求推送相关内容。针对年轻观众创作京剧相
关的内容，如将京剧故事与现代流行元素相结合，
推出具有现代感的京剧表演或作品。还可以通过
社交媒体举办京剧知识竞赛、线上京剧表演等活
动，吸引年轻观众参与，提高他们对京剧的兴趣
和认知度。

（三）构建京剧传承社区
在贴吧、博客、论坛等社交媒体上建立京剧

传承的社区或群组，让京剧爱好者、演员、传承人、
学者等能够聚集在一起。在百度贴吧搜索“京剧”
关键词，可以检索到相关话题超过 180 万，在这
个社区里，大家可以分享京剧的学习资源、表演
经验、研究成果等。如名为“梨园居士”的博主
分享了京剧经典《空城计》的片段，许多网友纷
纷附上诸葛亮京剧剧照，这种一呼百应的社群式
交流促进了京剧传承的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

五、京剧传承新思维的实施策略

（一）复合型京剧人才策略
培养兼具京剧知识和社交媒体运营知识的复

合型人才，开设相关讲座，这些人才能够制作出
高质量的京剧相关内容，并有效地在社交媒体上
进行推广。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艺术院校开设相
关课程，或者对现有的京剧从业者进行社交媒体
知识的培训。

（二）机构与剧团合作与整合
京剧传承机构、剧团等应与社交媒体平台、

文化企业、科技公司等进行合作。例如，与社交
媒体平台合作举办京剧主题的推广活动；与文化
企业合作开发京剧衍生产品，并通过社交媒体进
行宣传销售；与科技公司合作利用新技术创新京
剧的传播形式等。

（三）巩固政策支持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京剧在社交媒体

背景下的传承与发展。例如，提供资金支持京剧
相关的社交媒体项目；对在京剧传承中表现优秀
的个人、团体或企业给予奖励；制定有利于京剧
传承人才培养和创新的政策等。

六、结论

京剧《岳母刺字》诉说精忠报国，唤醒我们
的爱国主义情怀；京剧《四郎探母》引导我们忠
孝仁爱，牢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京剧《红梅赞》
让我们感受到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京剧是国人
的精神食粮，是重要的思政元素之一。在社交媒
体时代背景下，京剧传承思维依靠传承人的转变、
传播产品的多元化、传播平台的助力和政府部门
的扶持。微纪录片《粉墨》的传播数据让我们看
到了这一思维落地的希望。不仅是微纪录片《粉
墨》，还有微纪录片《京剧的黄昏》、央视纪录
片《中国京剧》等，以视频为载体助力京剧的传播，
整合资源，多平台传播，多品类传承，多渠道宣传，
深入分析社交媒体在京剧传承过程中的作用，我
们总结出科技助力京剧传播、受众泛化助力京剧
传承、网络社区助力京剧推广。只有这样，才能
让京剧在社交媒体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实现有效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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