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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昆曲在其传播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其鼎盛时期,当下由于大众传播的兴起以及娱乐产业的发达,昆曲的发展和传播也面临着新的挑

战。本文试图在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的视域下,通过对昆曲与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结合的案例,探究其传播途径、传播过程,并初步分析

研究当代大众社会中昆曲的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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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有“百戏之祖”的盛誉,并且在2001年入选了“世界人类口头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至今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在这六百多年间产生

了数不胜数的作品。比如梁伯龙的《浣纱记》、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孔

尚任的《桃花扇》,以及与孔尚任并称为“南洪北孔”的洪昇《长生殿》

等,这些经典之作无一不令人叹为观止。 

但对于昆曲来说,它面临的问题是在当下这种传播方式多元化的今天,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承,才能更有利于其发展。 

1 昆曲的传播途径及传播过程 

1.1传播途径 

“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

种社会行为”。昆曲也一样,它通过自身的独特方式进行传播,陈泓茹、王

洁和燕飞在《水磨至雅六百年姹紫嫣红开遍——观当代大众社会中的昆曲

传播》中,将昆曲的传播途径大致分为静态传播与动态传播两种。昆曲的

静态传播指的是,与昆曲相关的各类音乐史料,包括乐谱、图画、文字等书

面资料；录音、录像等音像资料等。如历代流传下来的昆曲剧本、唱本,

名家名角的录音、录像以及图片、照片等,这些史料虽然都以不变的固定

形态存在,但这些一不同符号为载体的资料,是昆曲静态传播的重要途

径。而昆曲的动态传播指的是,在当代社会中,昆曲借助于现代化的大众

传播媒介进行各种形式的表演。尤其是在人类发展进入网络时代以来,

通过网络的信息传输、接受、共享等虚拟平台,形成了以多媒体、网络

化、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传播,为昆曲的动态传播提供更加快捷、

灵活的途径。 

1.2传播过程 

纵观昆曲六百多年的传播,可以将昆曲的传播过程分为纵向的传递

和横向的扩散两个角度。纵向传递指的是,从昆曲传播的历时角度分析,

在中国人文化发展历程中,昆曲在戏曲班社和文人清曲社的口传心授过

程中,逐渐流变、发展,经过历代曲家和表演艺术家的选择、整理、保存,

逐渐传承和传播。除了纵向传递外,昆曲的横向扩散也是昆曲传播不可

忽视的过程,具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昆曲横向扩散是昆曲的传播从

一个地域传播到另一个地域的地域化过程。昆曲从其发源地昆山,由一

个地方小戏,逐渐遍及全国各地,并形成了各地独特、别具风格的昆曲

流派。另一个维度,昆曲的横向扩散是昆曲从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全

球化过程。昆曲现今早已迈出国门,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共享的理念下,

走上世界的舞台,传播着中国这一独具文化底蕴和深厚艺术魅力的戏

曲剧种。 

2 昆曲的大众传播 

2.1以电影为载体的大众传播 

昆曲剧目拍成电影是自电影传播方式走入千家万户后之后,昆曲与

电影媒体的双向选择与互动结合。这使得喜欢昆曲的曲友可以在业余时

间在影院就能观赏到昆曲的一种全新的呈现形式。另一方面,电影的传

播方式,可以使不了解昆曲的人士通过观赏电影的方式逐渐了解昆曲、

熟悉昆曲艺术。 

2.1.1昆曲电影艺术片《红楼梦》 

昆曲电影《红楼梦》是以传播昆曲艺术为宗旨的戏曲艺术片。它大胆

使用《红楼梦》舞台剧原班人马,由三位青年昆曲演员担当,精巧于造型设

计、唯美于戏剧语言和诗意的渲染铺排,在国内外电影节中获得很好的反

响。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戏曲艺术片却遭遇了院线“零排片”的窘境,

这其中的缘由恐怕不仅是大众对昆曲缺乏了解,更在于影片的后期宣传和

推广。即使是在高校点映的过程中,制片方也只是安排了昆曲服饰的展示,

忽略了更加深入的体验与教育活动。由此可以看出,仅仅有新的媒体介入,

也不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昆曲在电影这种传播方式的带动下,

若想能收获较好的效果,需要全方位综合性考量。 

骰子。在幼儿掌握的停一次的行棋规则以后,以后再设计☆☆☆☆难度的

棋盘逐步加入绿色的点(连一次),以及进退的行棋规则等。 

以上自制水果棋的设计中我注重了颜色和路线的变化,这样可以增加

趣味性、知识性,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因为这样设计能有效地

吸引幼儿有意注意,考虑到小班的幼儿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在5至10分钟左

右,很容易分心,再加上幼儿神经系统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较差,在幼儿

进行水果棋的时候,我鼓励让幼儿自己选择棋盘,自己搭伴伙伴,有时候还

自定规则,无形中又培养了他们参与活动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4 培养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 

今年开学以来,我在小班幼儿中尝试下水果棋游戏后,大大地提高了幼

儿们的适应能力、阅读能力以及在下棋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明白了做事一定要聚精会神,不能有丝毫放松懈怠,否则就有可能由优势转

为劣势。此外,我还注意到培养孩子们文明下棋,在游戏中遵守棋规,形成良

好的棋风,这样不仅能培养孩子深思熟虑,形成“落子无悔”、实事求是、不

弄虚作假的良好品德；下水果棋还能让孩子们从小得到静心、细心、专心、

耐心的行为习惯培养。我想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就要依据幼儿的身心特点,

调动一切可利用的因素去挖掘和开发适合本班幼儿的活动,在游戏中学会

阅读,在阅读中探索游戏,在一系列的活动中让幼儿得以健康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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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文艺电影《游园惊梦》 

电影《游园惊梦》是以昆曲为故事线索的文艺电影。通过讲述故事,

把戏里、戏外巧妙的融合与贯穿,使得昆曲的流淌并不突兀,恰到好处。让

人有一种欣赏昆曲艺术的美感,同时又感受到故事情节所被渲染的独特艺

术氛围。翠花与荣兰虽然都是女性,但是二人在舞台上却是天生绝配,在唱

演昆曲《牡丹亭》的时候,一个饰演杜丽娘,一个饰演柳梦梅,配合完美,

戏里面的杜丽娘和柳生相互倾慕,在戏外也隐约之中有了一份同性的爱慕

情谊。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

乐事谁家院……”《牡丹亭》著名唱段《皂罗袍》响起,戏就开场了。电影

全程穿插了昆曲韵律,可以说昆曲就是电影《游园惊梦》的灵魂,两位女主

人公的一段情缘在悲歌中结束。电影中的昆曲唱腔因为加入了一些新的现

代元素,所以比原唱段多了韵味,也更适合当代大众的审美,很多观众观影

之后都表示,因为觉得电影中的唱腔特别好听,所以引起了人们对昆曲的

喜爱。 

2.2以电视为载体的大众传播 

作为20世纪末开始普及的电子媒介,电视的出现让人们体会到了足不

出户就可知天下事的便捷,比如,从前要看球赛,我们要去球场；要看戏、

听音乐,我们要去剧院、音乐厅,同样,要听昆曲,我们需要去剧场,但现在

一切都电视化了。 

电视演员们怀着对昆曲的尊重和敬畏之情,认真的学习昆曲、了解昆

曲的艺术之美,并尽最大的努力将昆曲完美的演绎在屏幕之上,使得观众

在观看完节目之后,能够从这些节目上学到很多关于昆曲的东西,并且能

够深深地爱上昆曲这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2.2.1电视纪录片《昆曲六百年》 

以纪录片的形式记录昆曲的发展历程,期间有从文学、史学、音乐学

的角度审视昆曲艺术从古至今的发展和演变,让不了解昆曲的人更加深入

的了解昆曲艺术的魅力,让懂昆曲的人进一步审视昆曲的发展历程。 

2.2.2电视综艺节目《我们来了》 

在此综艺节目中,贯穿了昆曲的体验与实践的环节,让小众的昆曲艺

术很接地气的走进千家万户。演员徐娇总结得很好：“这一次的昆剧体验,

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可以把精力放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上,是一件非

常好的事情。” 

2.2.3真人秀节目《为你而歌》 

此真人秀节目是知名歌手凤凰传奇、曹格、阿牛、阿宝、李艺彤等,

化妆成普通人,褪掉明星光环,体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及大众生活,涉及的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不止昆曲这一项。当代学生族中哈日、哈韩、哈

欧美的现象比较严重,在昆曲那一期的节目当中,几位嘉宾乔装打扮成哈

韩、哈日、哈欧美的青年团体,拜师学习昆曲,经过几天几夜的认真学习昆

曲之后,将昆曲的精髓与自己的风格融合,创作出的新歌《奈何天》效果很

不错,令昆曲的老师都颇为感动。 

2017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让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引

发全民热议,收视率一路飙升。这说明传统文学艺术并没有失去生命力,

只是缺乏广泛传播的土壤。昆曲的戏曲艺术传播也可以借鉴《中国诗词大

会》的传播模式,通过鉴赏、竞赛、表演等方式,探索适应新时期年轻人乐

于接受的方式,以扩大传统曲艺在年轻一代的普及范围。 

3 结语 

昆曲作为一门古老的戏剧艺术,在最近十几年里,全国乃至海内外掀

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昆曲热”,大家对于昆曲的议论也是层见叠出,并由

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戏曲热”、“戏剧热”、“传统音乐热”等等。一时间“保

护”、“继承”、“发展”等诸如此类的词汇也频繁的出现在电视节目、报刊

杂志等各类文化传播媒体中。本文通过分析昆曲的传播途径、传播过程,

并结合昆曲与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结合的案例,以此期待人们对于昆曲

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其历史发展中、艺术风格中、表演特色中,而是要以

现代化进程的眼光看待昆曲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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