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3艺苑艺苑 20242024年年1111月月11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本版责编本版责编 王淑兰

戏曲是在时代发展驱动下自我革
新与拓展的，戏曲的市场也是“继承”
与“ 扬 弃 ”博 弈 的 结 果 ，在“ 要 ”与“ 不
要”中探寻新的发展可能。就当下戏
曲发展来说，处理好以下这几对矛盾
关 系 对 于 戏 曲 市 场 的 开 拓 有 着 重 要
作用。

一是要大众化，不要过度神圣化。
从 2001 年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至今，各戏曲剧种陆续成为

“遗产”，戏曲名家很多也都成了“非遗
传承人”，这本是好事，为戏曲的传承保
护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慢慢地很多戏
曲人的心态也变了。首先是剧种文化
价值所赋予的“神圣化”，其次是演职员
文化坚守的“悲壮化”，再者是历史属
性所带来的“博物馆化”。于是，等待
被继承、被仰视，等待专项下拨、重新
被发现……等待似乎已经成为一定意
义上的常态。等待一定等不来观众，
放低姿态走下“非遗神坛”、走近大众
才是戏曲文化价值正确的打开方式。

二是要建构新“角儿制”，不要因噎
废食搞平均。

戏曲作为“角儿”的艺术，由追星而
产生的巨大热情是激发观演市场的重
要动因。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旧“角
儿制”垄断的弊端完全可以避免。一方
面通过建构积极有序的艺术竞争、充分
发挥各不同行当“角儿”个体主观能动
性的体制机制，打破有戏轮着上、论资
排辈评职称、主演配演收入差不多的体
制机制，提倡演员努力寻求创造与个人
气质条件相契合的剧目与唱腔并逐渐
形成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促进新的流
派产生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发挥新媒
体在传播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有意识引
领大众审美和时代价值，在新的“捧角”

生态之中，重构传统戏曲的影响力。
三是要强调剧场化，不要过度竖

屏化。
过度竖屏化传播在给戏曲带来便

利 的 同 时 ，也 带 来 了 一 系 列 的 问 题 。
最为关键的是消解了戏曲“示现”传播
特征。在戏曲舞台上，演员的表演行
为和观众的观赏行为共同构筑了一个
不可重复的情感“生态圈”，共同按照
一定的约定建构了一个具有一定仪式
性的“场”。只有在这样的“场”中，演
员和观众之间才能即时地因情感的直
接交流而产生相互间的反馈与互动。
而戏曲因“诗性精神”生发出来的独特
的“虚拟”与“假定”的特点，更是只有
在演员与观众面对面“在场”、共同拥
有一个现实的时空环境前提下才能实
现，这一切在竖屏上则被消解了。再
者就是碎片化。这个碎片化既包含了
内容信息的不完整、个性化拼贴表达
以及信息传播的热点捕捉，同时也涵
盖了受众的碎片化。真实舞台被屏幕
所取代，这样的“场”与“在场”均将不
复存在，戏曲也会因此失去其最为本
真的面貌。

四是要吸引社会资金，不要只盯
“艺术基金”。

创 作 是 生 产 环 节 ，演 出 是 销 售 环
节，只有销售才能获得收入，这是非常
浅显的市场经济常识。尽管文艺产品
作为商品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作
为商品的本质特征不会变。戏曲院团
需要强化市场意识，从而实现创作生
产、演出营收的良性循环。而要实现
这一目标，争取社会资金投资创作是
一条可行之路，不仅能解决创作的生
产 资 金 的 问 题 ，更 能 打 破 既 有 的“ 躺
平”状态，自我加压把自己逼向市场，
让市场检验创作成果，创作优秀的文

艺作品赢得市场、回馈投资者，真正实
现良性发展之路。

五是要提升整体运营能力，不要仅
专注于创作生产。

过 去 ，戏 曲 院 团 往 往 将 精 力 主 要
放在艺术创作上，专注于创作生产、人
才培养、传承发展一般是院团的强项，
忽视了市场的开拓和营销，使得许多
优秀的戏曲作品难以真正走向市场。
首先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同工
种之间资源整合优化来提升整体创作
运营能力。其次，在吆喝的方式方法
上，借助其他力量、整合各方面资源是
关键。加强媒体合作，通过网络、自媒
体、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进
行宣传推广。在无法整合吸引优秀营
销人才加入团队的前提下，也可以实
施营销外包，委托专业的公司团队来
进行演出运营。

六是要放眼培养未来的戏曲观众，
不要只盯着眼下的青年观众。

争取青年观众是非常重要，但我们
经常会忘记一个事实——现在的青年
观众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还
是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的？与其每天
说要吸引年轻观众而不得，不如真的去
做一些争取未来戏曲观众的事。

戏曲进校园为戏曲培养未来观众
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要让小朋友按
照他们喜欢的方式去接触戏曲、了解戏
曲。有观众就会有市场，有市场戏曲就
一定能兴旺，要放眼长远才行。

制约戏曲市场的因素很多。但是
在精品化创作与大众化追求中拓展，在
主动借势、借力中开掘，在充分彰显戏
曲审美个性中开拓，在高度融合传统文
化与现代审美以及新媒体传播中前行，
戏曲的市场化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据《中国文化报》

戏曲市场开拓中
的“要与不要”

在当下多元的音乐综艺节目格局中，《有
歌 2024》凭借其独特的叙事结构与真诚的情
感表达，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这档
节目不仅是一场音乐竞技，更是一场对个人
梦想与社会生活的深刻探讨。通过音乐的力
量，节目中无数的个体心声和追梦故事与当
代社会的情感脉动相融合，形成了一种音乐
与时代的交响。

《有歌 2024》之所以能够在众多音乐综艺
中脱颖而出，其核心在于它的音乐作品深深扎
根于创作者真实的生活体验。这些原创作品
并非刻意拔高的艺术呈现，而是源自创作者日
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进而升华为一种具有时
代共鸣的情感表达。来自国企的音乐人王天
阳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坚守对音乐的热爱，《你
的太阳》正是以平实的旋律讲述了他的追梦历
程。鹿先森乐队成员同样是工作之余守护音
乐梦想，《我想当风》表达了在面对质疑时依然
追求自我突破的渴望。

这些歌曲通过展示个体的奋斗与困境，将
时代的情感诉求具象化这些作品打破了音乐
创作的单一维度，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也
是对未来的思考。

《有歌 2024》并未一味追求华丽的技巧，而
是让作品自然生长于生活的土壤，以真实、朴
素的情感打动观众。独立音乐人汉堡黄在《如
果你知我心》中，坚持表达她对生命的独特理
解。她的作品旋律虽简单却动人，保留了纯粹
而倔强的个性气质，让人感受到生活中的细微
情绪与个体坚守。这些音乐不仅是创作者心
声的表达，更是生活百态的映射。

无论是与亲人的别离、朋友间的支持，还
是在音乐中找寻意义，每一段旋律都带来一种
亲切感和代入感。虽然每一首歌讲述着不同
的故事，却共同触动了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
分。《有歌 2024》通过音乐将这些细腻而真实的
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创造出一种温暖而又充
满力量的情感共鸣。

作为一档音乐综艺，《有歌 2024》超越了常
规的“比赛逻辑”，坚守“让音乐回归音乐自身”
的初心。在节目中，多位华语乐坛成名已久的
专业音乐人担任“寻歌官”，将每一个音乐作品
及其创作者推到台前。他们曾经将美好旋律
唱进观众心中，如今也在帮助新的音乐人和歌
曲打开观众的耳朵和心扉。

在这场双向奔赴中，节目不仅为观众呈现
了多元碰撞的音乐作品，也记录下幕后“真心
换真心”的创作故事。

《有歌 2024》通过其真诚的情感表达与丰
富的音乐作品，将个人故事与时代进程紧密联
系在一起，通过音乐反映出当代社会中的情感
共鸣与时代诉求。在这个舞台上，音乐的表达
不仅仅是自我实现的方式，更是一场与观众、
与社会的对话。《有歌 2024》为这些音乐人提供
了一个珍贵的舞台，让他们的故事与声音被更
多人听见。未来，期待《有歌 2024》继续通过音
乐传递真实与感动，成为社会生活与时代进程
的重要记录者和表达者。 据光明网

以诗词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
价值，以旅游弘扬诗词文化、推动诗词
传播。今天的诗词旅游既是文化传统
的延续，也有着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
形式。

唐诗宋词里的江山胜迹，至今依然
是中国人寄托情感、凝聚认同的精神依
凭。近年来，与诗词相关的文旅融合新
业态不断涌现。跟着诗词游历山水，寻
访诗人足迹，体味诗心诗情，正日益受
到人们欢迎。以诗词丰富旅游内涵、提
升旅游价值，以旅游弘扬诗词文化、推
动诗词传播。诗旅融合成为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的新亮点，也是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
益实践。

中华民族自古就把旅游和读书结
合起来，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古人流传至今的许多山水诗、边塞诗，
都是诗人游历的文学成果。今天的诗
词旅游既是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有着新
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

一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
送我情”，让安徽泾县的桃花潭景区引

来无数游客；一首“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让甘肃敦煌的阳关
遗址走红网络；河南巩义打造的“宋词
园”，已成为宋词爱好者的打卡地，人
们在移步换景间感受着诗情画意……
这些例证都体现出诗词正在成为旅游
业发展中的活跃因子。创造性地利用
诗词资源，有助于提升旅游目的地的
文化品位和文化形象。一批诗词文化
景观和诗词创作研究传承基地的相继
建成，更是丰富了诗词主题旅游的载
体，让人们在游览景区的同时接受诗
词文化的熏陶。在旅游需求日益多样
化、个性化、品质化的背景下，诗词旅
游展现独特吸引力，受到市场追逐和
游客欢迎。

调研发现，当前诗词旅游在需求
旺盛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重视和
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在对诗
词 主 题 景 区 的 推 介 中 忽 视 价 值 引 领
和 文 化 建 构 ，存 在 戏 说 历 史 、消 解 历
史的倾向；一些地方的文旅部门和诗
词 组 织 、诗 词 爱 好 者 群 体 少 有 互 动 、
合力不足等。

旅游催生诗词创作，诗词丰富旅游
资源；旅游可成为学习诗词的途径，诗
词亦可成为推介景点的招牌。将诗词
旅游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打造，需要进
一步梳理诗词文化脉络，深挖诗词文化
内涵，因地制宜推出诗词主题的旅游路
线及产品；需要推动诗词文化与旅游深
度融合，让诗词融入景区建设及其品质
提升，加快培育新体验、新业态；需要赋
予诗词文化新的时代内涵，组织引导当
代诗人创作更多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
河之美、文化之美的诗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旅游发展
大会强调，旅游发展一定要以文化为
魂，深入挖掘文化特色，引领旅游提升
品位、丰富内涵。在祖国大地丰厚的文
化资源中找灵感、找源泉，在高质量发
展的时代大潮中找支撑、找动能，相信
诗旅融合将会释放更大活力，将会有更
多优质诗旅产品涌现出来，丰富人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

据“学习强国”平台

诗旅融合相互成就

音乐与时代的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