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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爷　（拎起烧饼袋，拿起拐杖，忘了拿

茶杯）我也走了，李师傅，明天

见，老规矩。

李师傅　哎哎，这是……

导　游　刚才那个烧饼我少给了两块钱，应

该补上。

李师傅　没事儿，没事儿。

李师傅　小陶啊，王大爷并不是经济上困难

需要帮助，而是精神上需要关怀，

我们对这样的人应该理解和关心。

小陶，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的呀。

导　游　（感动地）师傅，你这种不因善小

而不为的精神令人感动，敬佩！

李师傅　哈哈，过奖，过奖，小事一桩，微

不足道。

小　陶　（领悟地点点头）

导　游　（拿出六十块钱）对不起，刚才误

会了，我给六十块钱。

李师傅　没事儿，没事儿。

李师傅　小陶，你不但要学会做烧饼，更要

学会做人啊。

导　游　（又拿出两块钱给李师傅）还有两

块钱。

李师傅　大爷，你走好，明天见，老规矩！

大　爷　（高兴地边走边说）老哥儿，你的

烧饼我带来了。

小　陶　（连忙拿起茶杯送上）大爷，你的

茶杯——明天见，老规矩，萝卜丝

［切光。

烧饼，一块钱一个！

众　　　哈哈……

陈元琪：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二

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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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互联与外化互动：
赣剧振兴的生态传播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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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赣鄱文化的历史见证者，赣剧因其古朴厚实的

表演风格、丰富多维的声腔唱法而被誉为江西民俗瑰宝。但步入

全面信息化的文娱新时代后，赣剧正面临着剧种传承与振兴的抉

择考验。本文以戏曲生态学为研究视角，深入剖析赣剧的传承发

展和观演现状，遵循内外生态互联的理论原则，通过历史溯源、

受众拓展、融媒展演等途径为赣剧振兴提供多元传播策略。

古朴热情的赣剧一度承担了江西民俗至

关重要的庆典仪式职能，时至今日，在环鄱

阳湖地区，为演出赣剧建造的戏台相继拔地

而起，即承载赣戏演出的空间场所仍在递

增。然而，新时代客观的存续危机也要求赣

剧亟需自我调整，重塑赣鄱曲艺的本体活

力。

一、戏曲生态学视角下的赣剧生存现状

由文化生态学分支而来的戏曲生态学为

戏曲这一古老艺术的有机架构提供了颇具现

代化视野的分析路径，对于以赣鄱民俗文化

为基底的赣剧而言，戏曲生态学也能为新时

代下赣剧的内生提供一种理论视角。

（一）戏曲生态学初露端倪



《影剧新作》 127~128

生态学（ecology）最初源于生物学领

域，它将生态系统内各因素相互作用、相互

联系的辩证关系视作研究主体，整体系统性

[1]与微观层次剖析相结合 ，形成了具有广泛

应用性、实用性的理论范式。美国学者朱利

安·H. 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率先将

生态学研究框架引入文化研究领域并提出

“文化生态”概念，认为文化生态学与其他

分支生态学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它追求“存在

于不同的区域之间的特殊文化特质与模式之

[2]解释”而非某种文化通则 ，生态学在文化

研究中应有的独立性和发展潜质由此得到进

一步阐释。

中国文艺理论界于20世纪末开始接触并

应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范式。在这之

中，戏曲生态学的理论雏形发源于戏曲理论

家郭汉城对戏曲发展的探讨，他认为，当代

戏曲研究理应采用交叉学科的分析方法来进

行综合的整体性关照，即“戏曲生态学的问

[3]题”。 同时期，于质彬也在《南派京剧纵

横谈》一文中围绕京剧振兴路径提及了引入

戏曲生态学的必要性，指出中国戏曲界应积

极建立本土的戏曲生态学，要“借助生物学

的概念进行思维、作为分析戏曲的历史和现

状的方法，把戏曲放到整个社会环境里去研

究、观照，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为借

戏曲生态学继承生态学研究的整体联系

视角，试以环形结构将戏曲的存在状态划分

为内生态和外生态。内生态即戏曲艺术本身

的剧本创作、舞台观演及理论发展等活态要

素，外生态则是戏曲生态的延伸与外壳，包

括同时期来自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

[5]及相互影响。 华夏大地诞生之剧种，其变

迁起伏无一不与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

关。聚焦赣剧，亦需以全局视野来挖掘江西

城乡发展和人文建设所带来的机遇与助益。

尤其是在融媒体、泛娱乐席卷全领域的当

下，戏曲传播场域也随之发生剧变，赣剧该

如何以崭新姿态重回观众视野、重建自身吸

引力，从戏曲生态学内生态与外生态视角来

探寻其振兴思路及传播策略或许能为我们解

惑一二。 

赣剧声势衰微的迹象自2010年前后就已

初见端倪，日渐面临观众离场的无奈现状。

赣剧曾因其雅俗共赏、简朴风趣的演绎风格

为广大观众所青睐，如今，受融媒体泛化和

城乡结构剧变影响，观众内部出现较为严重

的年龄断层和流失，观演市场由城市向乡村

逐年缩减，“戏”正在失去原本的演出场

域。

（二）赣剧原生环境散失

[4]鉴”。

进入都市场域后，内生态构成的不适应

感也是青年人对赣剧所知甚少的主要因素。

新兴城市内缺乏戏曲土壤的现状本就让年轻

人难有主动观赏赣剧的契机，传统唱腔于他

们而言是陌生的，部分甚至会对戏中的封建

直观江西文演事业发展，包含经济、文

化等诸多宏观因素的外生态系统为赣剧搭建

了生存空间，并赋予其一定社会艺术功能，

这一点在承载赣剧演出的古戏台上便可见

出。古戏台的搭建以及地区分布密集度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宗族信

仰等外生态因素。在乐平、鄱阳、万年等，

逢年过节、开谱修谱等节俗邀请赣剧剧班连

演几天大戏的现象颇为常见，并且这些地方

的古戏台数量在江西古戏台数量中占据了较

大份额。尽管部分古戏台因年久失修被毁或

是地方规划建设被拆，但是在乐平等地，其

（古）戏台数量仍有回升之势。而在其他地

区，无人看戏、经济发展缓慢、宗族传统淡

出让这种密集性的承载空间逐渐消失。迁往

城市的青年群体也不再有年节观戏的习俗习

惯及场地缺失使接触赣剧演出的途径断裂。

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迁移以及新的生活空间

内赣剧观演场域的被剥夺成为这一地方剧种

怅然失色的一大成因，赣剧外生态架构的整

体转向及弊端逐渐显露。

观念持批判态度。是以，青年群体对于赣剧

中人物故事、方言唱词的接收落差也是赣剧

进入城市环境遭受冷遇的缘由之一。

二、赣剧复兴底本：内生架构的本体再

描摹

赣戏生于赣鄱之滨，独特的风土人情赋

予了赣剧热情昂扬的演舞魅力。如今，演出

空间的流变形塑了都市观众的文化消费新

观，作为本土民俗的象征，赣剧更要在新生

态中积极探索，再现自身本色传承。

（一）曲艺溯源：赣戏演绎的原初特色

赣剧为江西地方大剧种，集高腔、昆

腔、乱弹为一体，演出风格热情大方、自由

活泼，在赣东北地区分别称为饶河戏和广信

班，至今仍以两路发展，扎根于乐平、余

干、上饶、广丰等地。宋元时期，流传于东

南各省的南戏传入江西，并在弋阳县落地，

充分融入南北曲特色以及赣鄱文化，结合当

地宗教氛围形成了赣剧最古老的声腔“弋阳

[6]腔”，这正是传统赣剧的发源。

赣戏的演出剧目以历史英雄和志怪神话

简言之，赣剧没落是其尚未适应文化生

态系统变化的客观结果。要扭转这一颓势，

赣剧就必须适时而变，在坚守自身艺术本体

性的同时自我挖掘，打造赣剧振兴的新生

态，积极融入都市观众的文化消费日程。

【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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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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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水浒传》《东游传》《铁树传》等

都是搬演至今的经典，这种被称为连台本戏

的形式通常分七天作演，与演出当地的民俗

庆祝仪式密不可分。此外，著名的“高腔十

八本”同样是不可多得的赣剧瑰宝，在深入

村镇的演出过程中不断融贯，逐渐摆脱宋代

宗教文化的影子，沉淀出独有的赣鄱曲艺风

貌。

舞台之上，赣剧的人物脸谱也保留了早

期赣戏一脉相传的构图和色彩，多以黑、

红、白为主色，除净、丑外，生、旦也须勾

勒脸谱，神怪虚构人物则多以蓝、金、绿色

自然，赣剧的独特不仅在于唱腔和剧

目，其表演服饰与舞台亦随处可见赣鄱民俗

文化的痕迹。老话说“宁穿破，不穿错”，

这句赣戏俗语充分表明了赣剧对于戏曲服饰

的严格穿戴要求，此外，赣剧传承自祭祀舞

蹈的特殊风格也使戏服具有可舞性、装饰

[7]性、象征性等特质 ，深刻融入赣戏歌舞兼

具、风趣活泼的舞台灵魂。赣剧服饰的纹样

颜色与角色对应分明，例如，以“男龙女

凤”为原则的蟒袍就通过牡丹、元宝、蝴蝶

等不同刺绣来勾勒角色的性别乃至性格差

异，熟悉赣剧戏服、纹样分类的观众哪怕面

对新戏，也能第一眼就凭此分辨出不同角色

乃至剧情走向，正是出于这一缘故。

赣戏唱腔的传承演绎是赣剧的精髓体

现，俗话说，演员一开嗓就回到了老戏台，

传统声腔承载的不仅是老剧目的地方本味，

更是赣剧伴随赣鄱文化共同发展的历史印

记。以江西省赣剧院为例，剧院经过与赣戏

老艺术家的多年排演合作，通过接班人传

承、音画留存等形式逐渐发展起了一批“不

走样”的原汁原味赣剧，作为省赣剧院独有

的保留剧目持续上演。其中不乏《张三借

靴》《擒黑氏》《遇皇后》等经典，覆盖弋

阳腔、昆腔、弹腔等赣剧所包含的多种古老

从古戏台的木匾雕饰，再到剧目演绎的

传奇故事、婉转高腔和繁复服饰，赣戏传承

至今的戏曲之美由赣鄱的乡土人文编织而

成，这也是赣剧未来发展中不可舍弃的艺术

灵魂。

（二）当代演舞：赣剧地方本味的传承

重塑

自1951年定名以来，赣剧在新阶段的编

演实践中不断自我调整，力求满足人民大众

的观赏需求，并同时维持着赣戏独有的民俗

韵味和演出特色，这般顽强延续的生命力显

然也值得新时代曲艺人去研究、发扬。

脸谱显示其非人身份，为观演增添趣味性。

可以说，赣剧脸谱的程式性划分同样是观众

进入戏曲鉴赏情景的视觉引导途径。

声腔，是对赣戏艺术本体的延续和肯定。

如何保留赣剧原汁原味的曲艺特色始终

是当下省市县各级赣剧团面临的考验，改编

不代表推翻，创新也不意味着抛弃本心，新

故事、新舞美视听、新传播形态的涌现将

“何为赣剧本味”的探讨带入舞台中央，也

为赣戏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可能参考。

现如今，新编赣剧成为城市剧院中赣戏

演出的主要形态之一，与完全延续传统民俗

剧目的村镇戏班不同，都市青年观众的审美

差异使得赣剧应时而变，在融入现代舞台的

基础上为赣戏探寻出更丰富的演出形式。

2023年，弋阳县庆丰赣剧团编演的赣剧《了

凡知县》登台，这出取材于真实历史的赣戏

继承了赣剧的民俗趣味性，生动刻画了廉洁

知县惩恶扬善、一心为民的生动形象。该戏

节奏紧凑，服化传统绚丽，在审判恶人一幕

 谈及演出人才的传承培养，赣剧作为

非遗艺术从未忽视新生代的发掘。2017年江

西省赣剧院牵手赣剧非遗传承人祝月仙、刘

安琪两位老艺术家，以亲身传授的方式指导

了《雪夜访普》《打神告庙》等传统剧目的

展演，这是老一辈赣剧艺术家对经典剧目的

抢救与挽留，成功将这面临失传的经典剧目

留在戏台之上，由赣剧新人继续演绎，着实

令人庆幸。

赣剧剧作家黄文锡在回忆建国以来赣戏

的改革历程时曾指出，如今文化市场渐成规

模，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今非昔比，原有的

“老货色”自然无法“适销对路”，在这样

的态势下，剧团要生存发展，就只有持续不

新媒体平台的多元渗透普及使得当今文

化市场与网络宣传的深度融合成为现实，在

这样一个视听抢夺时代，赣剧自然也要摆脱

“深巷困境”，为自身打造新的展示舞台，

将优秀赣剧元素可视化、可感化，在实体观

演与虚拟空间的双领域互动中有所沉淀，勾

勒出赣剧在新时代传播的鲜活外生态画卷。

当然，赣剧的内生化发展是任重道远

的，赣剧的传承不仅局限于抢救与整理的现

存赣戏剧目、举办了非遗赣剧传承人人才培

训班，邀请赣剧名家和理论家为赣戏学员授

课，更应该培养出更多新生代传承人，唯有

如此才能推动其复归本色，再度为都市乡镇

培养新的观演对象。

（一）观演交互：融媒体托举赣剧传播

新情境

三、赣剧传播策略新解：活态互动的外

部场域建构

时采用了蓝调光线烘托严肃气氛，真相落幕

时又转为洁白明亮，是现代舞美与传统演绎

的巧妙融合。

【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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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水浒传》《东游传》《铁树传》等

都是搬演至今的经典，这种被称为连台本戏

的形式通常分七天作演，与演出当地的民俗

庆祝仪式密不可分。此外，著名的“高腔十

八本”同样是不可多得的赣剧瑰宝，在深入

村镇的演出过程中不断融贯，逐渐摆脱宋代

宗教文化的影子，沉淀出独有的赣鄱曲艺风

貌。

舞台之上，赣剧的人物脸谱也保留了早

期赣戏一脉相传的构图和色彩，多以黑、

红、白为主色，除净、丑外，生、旦也须勾

勒脸谱，神怪虚构人物则多以蓝、金、绿色

自然，赣剧的独特不仅在于唱腔和剧

目，其表演服饰与舞台亦随处可见赣鄱民俗

文化的痕迹。老话说“宁穿破，不穿错”，

这句赣戏俗语充分表明了赣剧对于戏曲服饰

的严格穿戴要求，此外，赣剧传承自祭祀舞

蹈的特殊风格也使戏服具有可舞性、装饰

[7]性、象征性等特质 ，深刻融入赣戏歌舞兼

具、风趣活泼的舞台灵魂。赣剧服饰的纹样

颜色与角色对应分明，例如，以“男龙女

凤”为原则的蟒袍就通过牡丹、元宝、蝴蝶

等不同刺绣来勾勒角色的性别乃至性格差

异，熟悉赣剧戏服、纹样分类的观众哪怕面

对新戏，也能第一眼就凭此分辨出不同角色

乃至剧情走向，正是出于这一缘故。

赣戏唱腔的传承演绎是赣剧的精髓体

现，俗话说，演员一开嗓就回到了老戏台，

传统声腔承载的不仅是老剧目的地方本味，

更是赣剧伴随赣鄱文化共同发展的历史印

记。以江西省赣剧院为例，剧院经过与赣戏

老艺术家的多年排演合作，通过接班人传

承、音画留存等形式逐渐发展起了一批“不

走样”的原汁原味赣剧，作为省赣剧院独有

的保留剧目持续上演。其中不乏《张三借

靴》《擒黑氏》《遇皇后》等经典，覆盖弋

阳腔、昆腔、弹腔等赣剧所包含的多种古老

从古戏台的木匾雕饰，再到剧目演绎的

传奇故事、婉转高腔和繁复服饰，赣戏传承

至今的戏曲之美由赣鄱的乡土人文编织而

成，这也是赣剧未来发展中不可舍弃的艺术

灵魂。

（二）当代演舞：赣剧地方本味的传承

重塑

自1951年定名以来，赣剧在新阶段的编

演实践中不断自我调整，力求满足人民大众

的观赏需求，并同时维持着赣戏独有的民俗

韵味和演出特色，这般顽强延续的生命力显

然也值得新时代曲艺人去研究、发扬。

脸谱显示其非人身份，为观演增添趣味性。

可以说，赣剧脸谱的程式性划分同样是观众

进入戏曲鉴赏情景的视觉引导途径。

声腔，是对赣戏艺术本体的延续和肯定。

如何保留赣剧原汁原味的曲艺特色始终

是当下省市县各级赣剧团面临的考验，改编

不代表推翻，创新也不意味着抛弃本心，新

故事、新舞美视听、新传播形态的涌现将

“何为赣剧本味”的探讨带入舞台中央，也

为赣戏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可能参考。

现如今，新编赣剧成为城市剧院中赣戏

演出的主要形态之一，与完全延续传统民俗

剧目的村镇戏班不同，都市青年观众的审美

差异使得赣剧应时而变，在融入现代舞台的

基础上为赣戏探寻出更丰富的演出形式。

2023年，弋阳县庆丰赣剧团编演的赣剧《了

凡知县》登台，这出取材于真实历史的赣戏

继承了赣剧的民俗趣味性，生动刻画了廉洁

知县惩恶扬善、一心为民的生动形象。该戏

节奏紧凑，服化传统绚丽，在审判恶人一幕

 谈及演出人才的传承培养，赣剧作为

非遗艺术从未忽视新生代的发掘。2017年江

西省赣剧院牵手赣剧非遗传承人祝月仙、刘

安琪两位老艺术家，以亲身传授的方式指导

了《雪夜访普》《打神告庙》等传统剧目的

展演，这是老一辈赣剧艺术家对经典剧目的

抢救与挽留，成功将这面临失传的经典剧目

留在戏台之上，由赣剧新人继续演绎，着实

令人庆幸。

赣剧剧作家黄文锡在回忆建国以来赣戏

的改革历程时曾指出，如今文化市场渐成规

模，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今非昔比，原有的

“老货色”自然无法“适销对路”，在这样

的态势下，剧团要生存发展，就只有持续不

新媒体平台的多元渗透普及使得当今文

化市场与网络宣传的深度融合成为现实，在

这样一个视听抢夺时代，赣剧自然也要摆脱

“深巷困境”，为自身打造新的展示舞台，

将优秀赣剧元素可视化、可感化，在实体观

演与虚拟空间的双领域互动中有所沉淀，勾

勒出赣剧在新时代传播的鲜活外生态画卷。

当然，赣剧的内生化发展是任重道远

的，赣剧的传承不仅局限于抢救与整理的现

存赣戏剧目、举办了非遗赣剧传承人人才培

训班，邀请赣剧名家和理论家为赣戏学员授

课，更应该培养出更多新生代传承人，唯有

如此才能推动其复归本色，再度为都市乡镇

培养新的观演对象。

（一）观演交互：融媒体托举赣剧传播

新情境

三、赣剧传播策略新解：活态互动的外

部场域建构

时采用了蓝调光线烘托严肃气氛，真相落幕

时又转为洁白明亮，是现代舞美与传统演绎

的巧妙融合。

【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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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断地“出戏”和“出人”。  赣剧传统戏、

新编戏的演绎创作一步一个脚印，以赤忱之

心踏实积累，却依旧缺乏对外唱响赣韵的现

代窗口，是以，赣剧在自我更新的同时还需

广开宣传路径，方可促进剧种的长远发展，

谋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近年来，传统媒体纷纷进入线上线下同

步发展的转型阶段，走在赣剧传播改革前列

的江西省赣剧院没有错失这一探索良机。

2022年，青阳腔赣剧《窦娥冤·送饭斩娥》

参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并灵活采用网络

观演形式，吸引了超50万观众线上欣赏这一

经典赣戏。《送饭斩娥》是“梅花奖”获奖

剧目之一，袭文戏武唱之路子，著名赣剧演

员涂玲慧通过“背肘吊毛”“跪步旋发”等

赣戏技巧鲜活展现了窦娥愤慨不屈的坚毅呐

喊，向观众一展青阳腔之美，可谓是赣剧线

上观演的一次影响力突破。

与此同时，赣剧宣传口径的多元拓宽离

不开政府层面的重视与文化扶持。2023年

10月，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批准省赣剧院参

加全国演艺博览会，赣戏经典《游园惊梦》

《红楼梦》等得以再次与全国观众见面。参

会期间，赣剧演员以现场演出的方式与在场

游客互动，邀参观者一同唱舞赣戏，体验长

枪剑舞。此外，戏曲文创的多元挖掘也是赣

作为江西最古老的民俗艺术核心，扭转

“年轻人不爱看”的固有印象也是赣剧亟需

打通的宣传路径。如今，江西省赣剧院已经

形成以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台为主

的新媒体宣传矩阵，并联动江西今视频融媒

体系，将赣戏守正创新的不倦尝试呈现于人

前。融媒推广早已成为社会生产中全领域产

品不可或缺的主要展示途径，因此，身处网

屏时代，赣剧需以现代手段辅助自身，以视

听兼具的感染力吸引更多潜在的线上观众。

在《送饭斩娥》的同步展演大获赞赏之外，

借由VR技术为剧院之外的观众提供即时观

演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形式接触，虚拟现实

带来的沉浸式感官体验能将赣剧的唱舞英

姿、台前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虽不再是实

体观演，却更拉近了观众与赣戏的鉴赏距

离。

剧推广自身的重中之重，借由博览会的全国

性平台，赣戏在这股文创风潮中首次推出了

众多融汇赣鄱地域特色的产品。青春版·赣

剧《红楼梦》作为面向青年票友的创新演

绎，设计打造了立体笔记本、镂空冰箱贴等

展品，另有赣剧《血火熔炉》将舞台元素与

赣戏特色视觉化呈现，推出画印陶瓷等工艺

品，这都是赣剧融合江西文旅发展进行IP化

塑造的探索诠释。

（二）社群引领：赣剧票友的受众基底

拓展

融媒矩阵也为赣戏票友了解赣剧排演动

向提供了互通窗口，由虚化实的传播情境得

以延展。2023年，国家一级演员朱莹莹在上

海长三角文旅宣传会中领衔演绎了赣剧《江

南韵》，通过现代舞美勾勒赣鄱秀韵。对于

江西本土观众而言，新媒体平台赋予了他们

及时捕捉赣戏演出的渠道，更能通过线上观

演的形式同步欣赏。同年，二十大献礼赣剧

《铁军出征》引发热议，这出现代戏没有沿

用传统的唱戏讲戏模式，而是将古典与时下

融合，增添了红色歌曲合唱来强调主题，唤

起情感共鸣，与在场观众建立共场域的文化

链接，这般创新之举受到青年票友的一致认

可和鼓励。

纵观赣剧新气象的社群培养，世纪之初

的赣剧人已经认识到了拓展观众的必要性。

以青少年这一关键群体为例，各类“赣剧进

万物互联的新媒体生态为赣剧搭建了虚

实共生的多重展演空间，视听与情绪的拉扯

更显赣戏之动人，加之文化产业体系完备所

带来的长尾效应，这正是赣剧复兴所需要的

当下机遇。在感官体验不断更迭的观演互动

中，赣剧迈出了重新为大众所知所感的一

步，再次发出了时代声音，无疑令人振奋。

2024年 4月 ，江 西 省 赣 剧 院 牵 手 张

钰、程思意等赣剧演员来到南昌站前路学

校，为在校学生讲解了赣剧作为国家级非遗

的发展历史，并现场进行身段表演，教导学

生耍花枪，令初次接触赣戏的少年们沉醉其

中。事实上，“赣剧进校园”早已是江西素

质文化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赣剧院每年都

会举办数次校园教学展演活动，被誉为“古

戏台之乡”的乐平市更与古戏台博物馆携

手，在市内10余所中小学固定开展赣剧教

育，通过“让历史自己说话”的文物研学烙

下赣戏独有的民俗印记。此外，2024年南昌

大学陈俐教授作为赣剧传承人将赣戏唱段引

入课堂体验，邀青年一同舞袖挑枪而走红网

络一事也足以说明当今赣剧人对传承推广的

重视，赣戏美育正在不断深入江西学子心

中。

校园”实践活动最早可以追溯至2010年左

右，将少年儿童所不再熟悉的赣戏重新引入

校园近距离体验，这是在未成年群体间有效

建立起赣剧知名度的手段。戏曲作为一门观

演互动感强烈的表演艺术，绝不能仅仅是课

本上冰冷平面的文字，赣剧的魅力只有在真

实的观戏体验中才能品味，少年人也只有亲

自接触赣戏、喜爱赣戏，才会自发地成为赣

鄱本土戏曲的支持者。

【理论空间】



《影剧新作》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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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场域，赣剧

也从未忘记数十年来一路同行的老戏友，都

市空间的演绎翻新为的是被更多年轻人所看

见，但究其根本，赣剧最不能丢失的依旧是

自古戏台一脉相承而来的赣韵本味，这才是

赣剧的“魂”。进入2023年，赣剧“送戏下

乡”实践日趋成熟，省赣剧院在这一年完成

了乡镇、社区演出200余场，为基层民众呈

现热烈且接地气的赣剧表演，让《牡丹对

药》《游园惊梦》《武松打店》等经典赣剧

重回乡镇老戏台，助力乡村文化在本土民俗

层面的复兴。这证明当代赣剧人从未忘却初

当然，赣剧的观众拓宽定然不仅限于学

生群体，审美视野相对成熟的广大青年同样

是赣戏正在积极争取的“新票友”。在近年

的编演实践中，新编戏、沉浸式观演、文创

IP等新形式为赣剧吸纳了一批新鲜血液，赣

剧越发自主地参与青年文娱消费体系，并由

剧院、博物馆等政府单位牵头开展文创研学

活动，将赣戏滋味引入都市生活。在互动生

态的搭建层面，2022年，江西省赣剧院向全

网戏友发起了“青春有你，赣剧有梦”省赣

剧院LOGO征集活动，鼓励每一位创作者将

心目中的赣剧经典元素和特征融进标志设

计，为赣戏创造独一无二的鲜明标识，让民

俗再度归于大众。

心，始终牢记自己从何而来，牢记与这片土

地的联系，这般，赣戏才能在不断探索自身

诠释形式的同时继续扎根母地，将赣剧的别

样风貌搬上更为广阔的未来舞台。

时过境迁，赣剧这一古老艺术在数代人

的传承心血中走入现代舞台，虽面临守正创

新的考验与改变，却也蕴含新生的无限可

能。赣剧理应在新的文化环境中重审自身生

态架构，重连与赣鄱人民不可分割的血脉联

系，进而再度焕发独一无二的赣戏古韵辉

煌。

四、结语

融入并不代表对自身的盲目改变与抹

灭，创新也并非舍弃赣戏该有的赣鄱韵味，

无论是走入校园还是邀请青年人走近赣剧，

多种观演、研学、消费途径的创新都是为了

更好地让赣剧重新被听见。改变的只是路

径，而非本心。面对错综起伏的文化市场，

赣剧唯有坚守原初的独特艺术品格，才能真

正打动和吸引新一批传承人与支持者，走出

属于自己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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