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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视域下秦腔文化传承与发展对策研究

蒲鹏举　郝建军　任晓丽　庞理科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陕 西　西 安　712046

摘　要：在当今新媒介环境中，秦腔作为我国独特的“文化瑰宝”，正迎来丰富多彩的传播形态，这得益于不断涌现的各类新技术。

因此，我们的研究聚焦于秦腔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价值和面临的挑战。通过重新审视，我们深入讨论了在新媒体视野下秦

腔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战略，旨在推动其生命力和发展，使这一民族文化迎来更为繁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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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视域下秦腔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

1. 内容难以甄别，碎片信息较多

在当前的新媒介时代，秦腔文化的传播内容也越

来越多样化，其中不仅有秦腔专业知识，还有戏曲资讯，

经典剧目，演员和剧团简介，并且还包括了诸如秦腔影

视之类的文化素材，可谓包罗万象 [1]。但是，各种自

媒体与网络平台兼容度高，覆盖面广，虽然通过大数据

处理，将其存储在网络数据库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秦腔文化的广泛流传，扩大了其流传范围。在某些情况

下，还会出现一些被复制或随意篡改的情况，这不但会

影响到质量，同时，也会破坏秦腔文化的整体性，浪费

了公共资源，使得用户难以找到更有价值的信息，同时

也会使受众群体的喜好度降低，进而对秦腔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2. 重视程度不足，传播效果较差

在新媒介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各类网络平台展

现出强大的沟通能力，那些继承了秦腔文化的人，也纷

纷在新媒体上开通了自己的微博，比如，《易俗社》等
[2]。但是，目前大部分秦腔文化的传播还局限在微信公

众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有些平台未得到足够关注，除了

少数官方微博和热门微博外，而其它的则有推送延迟，

长时间不更新，广告太多的问题。另外，网站的版面设

计、版面划分等方面也存在着趣味性不足、易读不足等

问题。老龄化也使秦腔戏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他

们对文化知识的更新比较缓慢，他们没有充分使用网络

平台，这也是造成新媒介传播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呈现方式单一，受众体验不足

秦腔是中国戏剧艺术的一朵奇葩，它在舞台上所

蕴涵的美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不论是舞蹈设计，演员

华丽的服饰，亦或是演员精湛的演技，都带给了观众一

种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与特殊的观看感受。在新媒体时代，

手机、电视、平板等传播媒介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持

续更新而演变，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多个平台为

秦腔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各类秦腔文化的经典

片段和演出录像相继出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增强了

观众的自我选择，便利了人们的交往。然而，由于手机、

电脑等媒介的普及，网络能够传递的信息依然非常有限，

观众无法从视觉上感受到现场的美，更无法感受到现场

感受秦腔文化的魅力。因此，如何运用新的媒体手段，

构建更为生动、直观的表现形式，营造出一种“虚拟”

的场域美学，就成为我们思考的课题。

二、新媒体视域下秦腔文化传承与发展策略

1. 创新“现代 +秦腔”，提升秦腔感染力

秦腔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戏剧文化的宝贵遗产，

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性特色和独特的个性魅力，经历了中

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在新媒体的崛起潮流下，既要

保留秦腔的传统艺术特色，又要保留自己独特的风格，

更要将新兴媒介技术与其他文化要素进行深度结合，只

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人民日益增长的艺术美学需求，

同时也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把秦腔艺术形象化、视觉

化、可感化，增强其活力与市场竞争力 [3]。随着网络

媒体的迅猛发展，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秦腔文化需要

充分发挥自身的传播特点，密切关注互联网发展趋势。

比如，在纷繁复杂的网络剧场中，要想突出秦腔文化，

就必须要与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收看习惯相结合。通

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元素，传递新颖有趣、互动性强的

秦腔信息资源，使其深入人心。并且可以巧妙结合当下

受欢迎的二次元元素，如动漫与漫画，并在微信平台上

推出秦腔动画视频、小程序游戏等，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展示传统文化，吸引更广泛的关注，不断拓展受众范围。

在传统秦腔舞台场景方面，应该完全改变原来比较单调

的实物舞台，而代之以高科技、新的舞台背景。以虚拟

现实技术、 AR 技术、 MR 技术为主要技术手段，以 3D

全息投影、虚拟影像等为技术手段，对秦腔演出进行可

视化、立体化，这不仅为舞台表演增添了更多的视觉享

受，同时也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打造“校园 +秦腔”，培养新生代力量

陕西秦川八百里，是秦腔艺术的发源地，也是各

大名校云集的地方。在新媒介环境中，当代大学生是文

化消费的主体，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他们在弘扬和传播秦

引   言 ：
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即民族之魂，是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唯有对文化深具自信，方能驱动文化蓬勃发展。”

在新媒介的大背景下，中华宝贵的文化遗产——秦腔文化，面对着多元文化的冲击，如何在这一背景下扩大传播

形态，寻求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增强文化市场的竞争能力，是我们亟需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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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文化中的重要性，培育当代大学生，使之成为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先锋者。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立

“秦腔文化进学校”的传承机制，通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

加大对秦腔文化的宣传力度，培养新一代的文化人才。

第一，实施《秦腔文化进教材》计划，邀请对秦腔文化

比较了解的专家、学者，将其元素与学校教育和传统文

化有机结合起来，同时，通过对教材的研讨和修改，为

学生学习和继承秦腔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二，借

着进学校唱“秦腔”的契机，结合自己的特性，制定和

完善陕西秦腔文化的课程体系；例如，常常会邀请秦腔

剧团到学校去演出，将其融入到学校的集体文化中，成

立秦腔社，在学校开办专门的秦腔艺术班，也可以搞一

个陕西秦腔的文化展示活动，让学生参与到秦腔戏曲、

服装设计和广告宣传中去，通过多方位的引导，让同学

们深入了解秦腔文化，激发积极性，提升学习兴趣。第三，

秦腔文化应“进课堂”，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将秦腔文

化融入传统文化讲解中。在讲解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通

过视听效果激发学生的兴趣，提升秦腔文化的影响力和

感染力。这一方法有助于培养一批新的传统文化人才，

为秦腔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通过以上措施，

我们可以将秦腔文化深度融入大学校园，让当代大学生

成为秦腔文化的忠实传播者和传承者。

3. 融合“互联网 +秦腔”，促进多元化发展

在“互联网 +”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新媒体时代背景

下，充分运用新媒体与网络平台，对“互联网 + 秦腔”

这一传播方式进行深度探讨，是秦腔文化创新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向 [4]。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

一是扩大了秦腔文化的传播渠道，使其影响更为广泛，

二是也为传统艺术注入现代活力，迎接更多观众的喜爱。

在舞台之外，要将秦腔文化与多种媒体的沟通方式进行

更好的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使秦腔艺术的传播范围更

广，更深入，更好地构建起多渠道、多主体参与的秦腔

艺术传播与交流模式。这样可以增进一些老观众之间的

相互交流，也有助于新老戏迷的学习，同时吸引新观众

的“入行”，使对秦腔文化不熟悉的观众更深入地了解

这一文化瑰宝。在实践中，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开设秦腔

文化的公众号，与戏曲频道进行互动，在相关戏曲期刊

中发布公众号或二维码，以增强传播效果。与此同时，

将综艺节目、影视剧、文化演出、纪录片等与秦腔文化

巧妙融合，打造一个大型IP，以吸引更多关注和支持。

在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上进行推广，设立“秦腔超话”

并建立全国性的戏迷互动交流论坛，促使资源共享，推

动秦腔文化的深度传播。

结  论：

在当今的新媒体环境中，网络科技将会更快地发

展，而作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腔文

化，也必须与时俱进，为了创新，它的传播者应该积极

地使用数码技术和网络平台，充分发挥手机终端的作用，

开展 " 现代 + 秦腔 "、" 校园 + 秦腔 "、" 互联网 + 秦腔

" 等活动，为振兴陕西秦腔文化尽一份绵薄之力，增强

民族文化自信，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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