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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石家庄丝弦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石家庄丝弦作为当地文化的“活化石”再次进入大众视

野。石家庄丝弦也被称为“弦子腔”“弦索腔”，是具

有河北唱腔特色的古老剧种之一，具有较高的历史、艺

术、文化价值 [1]。本文从“新媒体 +非遗”的视角出发，

研究石家庄丝弦的传播现状，尝试运用新媒体传播的各

种手段和方法，探索多元化传播策略，以期更好地传承

丝弦艺术，弘扬戏曲文化。

一、非遗视角下的石家庄丝弦表演的艺术特征

（一）唱腔板式

石家庄丝弦是流传已久的古老剧目之一，因地域不

同而形成了多样化的丝弦唱腔。其中，官调板式唱腔清

新明快，主要采用真声吐字、假声行腔的方式演唱，唱

腔较为婉转，适合抒情 [2]；越调板式唱腔激越悠扬，同

样采用真声吐字、假声行腔的方式演唱，尤其是越调二

板儿的唱腔风格特别粗犷豪放，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二）音乐调性风格

石家庄丝弦音乐属弦索声腔，包括有官调和越调两

大类，乐器有弦索、月琴、大三弦、板胡、曲笛、笙等，

多种乐器的使用能展现出丝弦剧目特有的伴奏风格。如

越调二板的花过门儿，演员在唱出高昂的唱词之后，引

领剧情达到高潮。

（三）舞台表演艺术

石家庄丝弦的唱词分为“说”和“唱”两部分，“说”

即传统戏剧中“白”的部分，言语简练、结构简单。“唱”

的部分，唱词依照曲牌格律而定，唱词的内容严谨且具

有极高的艺术性。

丝弦人物角色扮相包括生、旦、净、丑等诸行，不

同的角色扮相具有不同的表演艺术特征，同时具有较为

鲜明的性格特征，或粗犷、或夸张、或细腻、或委婉，

且大多有着其特定的谱式和色彩。在丝弦表演中，表演

者还会使用多种简单道具，如耍手帕、水袖、碗、鞭等，

使得丝弦表演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石家庄丝弦的传播现状

（一）传承老龄化且断层严重

戏曲行业的兴衰是一种文化现象，石家庄丝弦戏曲

与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的娱乐文化的冲击下，面

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和巨大的挑战。比如，剧目陈旧老套，

年轻人对丝弦戏曲的关注度不断降低，几乎达到断层的

低点，导致石家庄丝弦戏曲艺术后继乏人，不利于丝弦

戏曲的传承和发展 [3]。

（二）新媒体利用明显不足

当前，石家庄丝弦戏曲艺术展示形式还停留于老式

的固定剧场或乡野草台班，且局限于线下活动，如丝弦

音乐联谊会免费进校园、参加省广播电台乡村大舞台节

目、老干部文艺汇演等。由此可见，我们并没有充分利

用新媒体来传播石家庄丝弦文化，传播思维受到较大限

制，不利于提升石家庄丝弦的影响力。

（三）文化品牌塑造不足，缺乏品牌化发展动能

石家庄丝弦文化的品牌塑造不够突出，尚未形成一

种多元的文化传播符号体系，影视、游戏、文学、动漫

等领域的融合度不足，无法使更多的受众接纳和认同丝

弦品牌文化，不利于提高受众对丝弦文化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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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人们的品牌意识较为薄弱，受限于传统发展

模式和传播方式，人们没有树立丝弦文化品牌意识，对

丝弦文化资源的开发明显不足，未实现戏曲与现代农业、

旅游、民俗节庆、乡村休闲等项目的深度融合，导致丝

弦文化品牌化发展受限。

（四）受众缺位

石家庄丝弦传播大多采用送戏下乡、送戏进社区、

戏曲进校园等文化惠民的方式，观众大多是中老年人，

只有较少的年轻人参加，暴露出了丝弦传播受众有限的

问题。加之现代年轻群体有着独特的个人价值理念，对

丝弦戏曲文化缺乏情感共鸣和认同感，进一步导致石家

庄丝弦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受众缺位、零散化的问题。

三、“新媒体+非遗”视域下石家庄丝弦的传播策略

（一）壮大丝弦艺术传播队伍

1. 强化政府引领

石家庄丝弦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充分利用政府的文化

职能和社会职能，如制定石家庄丝弦非遗文化传承与保

护的相关政策，要调动各方资源、协调平衡各方关系来

加大对丝弦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力度，让人们逐渐增强保

护与传承丝弦非遗文化的意识。

同时，政府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各个部门的分工，

完善丝弦非遗文化的传播运作机制，包括丝弦戏曲艺术

宣传、策划、网络平台管理等，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

予大力扶持，包括为丝弦非遗传承人提供适当补助及文

化产业的专项补贴等，推进石家庄丝弦非遗人才梯队的

建设，组建具有较强思想性、艺术性的丝弦传承团队。

此外，丝弦剧团要加大对经典剧目的重视，避免剧

团松散化的问题出现，可以采用与其他行业合作的方式，

让丝弦戏曲吸引更多观众的目光，进一步提高丝弦艺术

表演者的待遇。

2. 注重培养年轻的丝弦非遗传承人

丝弦剧团可以通过丝弦戏曲进校园、组建丝弦戏曲

培训班等方式，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面向

学生开展丝弦艺术分类教学，激发学生学习丝弦的兴趣，

如利用学校基础设施、活动室等组建丝弦戏曲艺术兴趣

社团，让学生了解丝弦戏曲文化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特色

并逐渐掌握丝弦的独特演唱腔调，实现丝弦非遗文化的

活态化传承。

3. 注重丝弦非遗传承人的专业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文化产物，为了让其

绽放出鲜活的艺术生命力，传承人要具有较高的艺术修

养和造诣，深入领会丝弦非遗文化的核心传播价值，吸

引更多的受众来互动和交流，并共享优质的非遗文化艺

术传播内容 [4]。

丝弦非遗传承主体应具有创新意识，相关部门可以

结合现代互联网的虚拟性特征，利用新媒体的开放性、

模糊化特征，使丝弦非遗文化传播主体与受众相融合，

让更多的受众随时随地了解丝弦非遗文化，从而逐渐形

成以传承者为中心、大众群体主动参与的丝弦非遗文化

传播群体。

（二）聚焦文化内核，打造丝弦非遗文化新型传播

内容

1. 以民间文化为根基

石家庄丝弦非遗文化传播应立足于民间文化，我们

要深入挖掘丝弦戏曲地理分布、传播脉络、文化内涵、

历史传承等，以民间文化、乡土文化为丝弦非遗文化传

承发展的驱动力，同时聚焦民间特色文化内核，提炼民

间文化内涵，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和展示，让受众在服饰、

动画、漫画、游戏等各个环节中感知非遗艺术，体会石

家庄丝弦非遗文化的艺术魅力，对丝弦的地方文化产生

认同感。

2. 传递独特的美学价值

石家庄丝弦戏曲作为弘扬燕赵文化精神的重要载

体，可以向受众传递独特的美学取向和文化艺术价值，

如忠君贤达、孝道勇武的精神，朴素自然、粗犷淳厚的

美学价值等，这些都能带给观众艺术和精神上的享受。

比如，《空印盒》《白罗衫》《花烛恨》《比干挖

心》等代表性丝弦剧目都蕴含着当地文化精神，传递出

宁折不弯、不畏强暴、追求正义的精神内核。《空印盒》

中的何文秀凭借自己过人的胆识和聪慧前往杭州察访，

不惧生命危险，最终实现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目的；《白

罗衫》中的姚达不顾自身的安危救助苏云一家，最终帮

助苏家沉冤得雪；《比干挖心》则向受众展示了一代名

臣不惧危难、向上直谏、忠心为国的精神品质。

又如，新编历史剧目《武成王》《名相李德裕》《大

唐魏徵》等成了用家乡戏演绎家乡历史文化名人的艺术

精品。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创排的新编历史剧目《大唐魏徵》

深挖城市文化底蕴，讲述了魏徵直言进谏并辅佐唐太宗

创建“贞观之治”大业的故事，形象地塑造了忠臣魏徵

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不屈不挠进言请命的艺术形象，

充分体现出了剧目的观赏性、艺术性和思想性。

3. 以多样化内容生产为导向

当前丝弦非遗文化的传播内容单一、传统，限制了

丝弦文化的传播，为了突破这种困境，我们应全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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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受众的审美观念和价值水准，以多样化的内容创作

和传播为导向，通过多种渠道汲取新鲜的元素，创建新颖、

别致的丝弦非遗文化符号系统，赋予丝弦非遗文化更加

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内涵，使之更好地与当代受众的审美

需求相契合。

具体来说，创作者应拓宽思路，对丝弦非遗文化作

品进行系列开发，包括戏曲人物手办、戏曲动漫等，以

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展示传统丝弦非遗文化，通过多元化

的感官刺激提升丝弦非遗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5]。例如，

《京剧猫》是借鉴国外文化生产输出经验创作出来的，

其中包含大量的古典美术元素，获得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和赞赏，带给观众全然不同的视觉体验。

（三）拓宽丝弦文化传播路径

石家庄丝弦非遗文化传播要组合利用媒介渠道，采

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拓宽传播路

径，依托其地域条件、传播目标搭建多平台的文化传播

渠道，大力弘扬丝弦文化。

1. 合理利用传统媒体

我们要合理运用传统媒介如广播、报纸、电视等，

利用其广泛的受众群体和权威的话语地位等优势，向社

会群体传播丝弦非遗文化，通过创排经典剧目、录制丝

弦演出节目、留存丝弦影像资料等，呈现独特的丝弦非

遗文化艺术精髓。

2. 充分开发新媒体渠道

随着网络平台、移动终端、虚拟现实 VR技术等新

媒介的发展，石家庄丝弦非遗文化传播焕发了新的生命

力，我们要充分依托各种新媒体资源，打造多媒体与全

媒体相融合的媒体生态环境，形成全面、立体化的丝弦

非遗文化传播渠道，突破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利

用新媒体技术让受众在线“云听戏”，让受众深入了解

丝弦文化。

有关部门要积极探索“新媒体 +丝弦非遗文化”的

传播新途径，做好新媒体战略策划分析，进行资源整合，

如建立丝弦戏曲网站，创立石家庄丝弦非遗文化官方微

博，向受众推送丝弦戏曲院团微信公众号，充分开发丝

弦非遗文化的传播途径，大力开拓丝弦非遗文化的传播

网络空间。

3. 注重沉浸式交互体验，扩大受众群体

我们要不断创新丝弦非遗文化传播思路，充分利用

新媒体的交互性、虚拟性特点，通过全程网络线上直播，

吸引更多的受众参与互动体验，如关注、点赞、转发、

评论等，让受众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交互感，由单向传播

转变为双向互动传播，增强受众群体对丝弦非遗文化的

认同感，提高受众对丝弦戏曲的关注度。

（四）注重丝弦剧目表演创新

石家庄丝弦剧目表演应注重创新，深入把握现代人

的审美情感，拉近作品与受众群体的距离，让受众快速进

入丝弦剧目表演情境。比如，在表演方式上要注重创新，

突破原有的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为剧目量身打造适宜的表

演场景，依照不同剧目的情境要求进行服饰创新设计；在

背景音乐配置上要注重艺术性，适当与现代流行音乐或西

方歌剧音乐相结合，激发受众群体的音乐情感。另外，我

们还要在舞台设置上进行创新，要合理利用现代时尚元素

或新兴技术手段，让受众获得新颖的、丰富的观感体验。

结 语

综上所述，石家庄丝弦非遗文化是独具河北唱腔特

色的古老剧种之一，我们应深入挖掘其深厚的文化精神

内涵，顺应当代受众的审美取向和价值理念，综合考究

丝弦非遗文化的艺术价值，充分开发、利用新媒体渠道，

从政府、内容创新、表演创新等不同维度入手，开拓石

家庄丝弦非遗文化传播的途径，吸引更多的观众了解丝

弦的语言结构特征、人物角色性格、表演艺术特点，同

时加强对石家庄丝弦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让丝弦戏

曲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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