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世界的传统戏曲文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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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智库即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瞭望智库主要定位于政经领域，专注于治国理政的重大政策研究和咨

询，并通过有关渠道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同时依托瞭望周刊社旗下的中央级政

经期刊集群及新媒体平台，与高端主流人群实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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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 年代中国逐步进入互联网社会以来，传统戏曲与互联网的结合即为人们所关注

并被纳入学术视野。特别是中国传媒大学杨燕教授所领导的课题组，通过对戏曲专业站点、戏

曲APP 等的关注，对中国戏曲的互联网传播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然而在最近3至5 年中，中国以及世界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由于几乎不受时间、空间限

制，移动互联网对于人们的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的渗透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使移动互联网

大大有别于需要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台电脑的PC互联网时代。

在许多定义中，人类的发展被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

PC互联网被划入信息时代而与移动互联网时代有所区别。随着5G的应用以及更快、更强大的芯

片和更完善的内部架构的研发应用，以手机和可穿戴设备为主的移动互联网硬件必然更加紧密地

捆绑人们的生活，从而实现更广泛深入的渗透。

《互联网世界的传统戏曲文化图景》是第一份利用大数据手段对移动互联网+ 传统戏曲进

行研究的报告。通过计算机的自动抓取、采样和计算、分析，使成千上万用户在不同的移动互联

网渠道对于传统戏曲的关注和传播，能够真正被归纳、总结和分析。

与过去不同，此次研究的对象是互联网FM、网络视频 APP 等大众互联网平台，特别是从

整个互联网的搜索行为，全面衡量传统戏曲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和文化符号的影响力、竞争力和传

播力。

在我们看来，戏曲的明天，不在于今日的既有戏迷如何看待它、欣赏它，而是在那些更具

影响力、更多面向未来人群的移动端网络文娱平台上，戏曲能否赢得更多新的知音。

然而，由于传统戏曲在网络世界角色的相对缺失——特别是相较于流行文化产品——我们

只能尽力通过一系列碎片来拼接起整个图景。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网络音视频平台进入付费时代，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将进一步

固化。能够进入到付费良性循环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其影响力和号召力，乃至创新能力、发展

能力都将更加显著地超过免费内容。中国戏曲如果无法在短期进入付费商业模式，则可能会被



彻底挤入互联网世界的偏僻一隅。

传统戏曲在今日面临的困境及其相关争论，既可以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典型代表，

也反映出古典艺术在全球各地的普遍境遇。事实上，关于传统戏曲现代化的研究和著作已然汗

牛充栋，也绝非这部报告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作为业外观察者，我们更愿意从整个传统文化、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的视角

来看待传统戏曲，而不是纠缠于“戏曲的发展方向是不是话剧加唱”这样的专业讨论。

本报告聚焦的是：如何利用互联网跨越当下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隔离。不得不承认的是，

年轻人正越来越多地以猎奇心态面对民族文化遗产——甚至不如对外来文化那般熟悉和了解。

传统文化振兴的困难之处，在于它当初诞生、发展的社会生产生活环境已然不复存在。特

别是对于中国而言，19 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经历了快速的、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过程。在如此剧烈、

迅猛的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传统文化并没有从容演进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3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间的发展历程。这其实代表

着，我们的艺术家们要用一代人、至多两代人的时间，去完成西方艺术两三百年间与工业化共同

前进、互动改良的进程。

虽然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无论是当代文化还是传统文化，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支持，

但优化和提升传统戏曲的时间表依然紧迫。

在这样的仓促应对中，首先，仍然存在一些关于方向的争论——比如戏曲是否只生存于剧

场，乃至于传统戏曲是否需要“现代化”。

其次，戏曲曾经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搭载现代化列车的机会。就过去30多年来看，它并没有

借助广播、电影和电视的兴起以及创新，完成面向更大范围受众的年轻化、现代化、普及化的蜕

变，反而愈加收敛于小众。

当然，对于一些理论界仍在激烈交锋的问题，我们无意给出定论。而传统戏曲的优化、完

善与提升，特别是弥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审美割裂，也涉及国家文化发展、人才积累等一系列重

大问题。

《互联网世界中的传统戏曲文化图景》希望提供一种视角，描述当下传统戏曲在互联网世

界中的生存状态。在一些部分，我们也对网络渠道、平台的运营者进行了访谈，揭示这些代表

未来的互联网文娱平台对传统戏曲的看法。



无论从营销、推广、传播的角度，还是寻找并确定真正的变革方向，传统戏曲必须从移动

互联网上寻找知音、寻求道路。

在当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让年轻一代、或者说互联网用户更多接触戏曲。社交正在取代

搜索成为最大的流量入口，然而在微博上，“戏曲”以及五大传统戏曲在一年内产生的信息不过

千万水平。从关联词以及热门微博的分析看，传统戏曲极少出现在公共话题中。但网络红剧中的

秦腔表演和纪念评剧演员出身的著名小品演员，都能带动用户对于传统戏曲的极大关注。

戏曲需要更多“跨界”。在中国最大的科技+文化公司腾讯，其旗下的多款网络游戏进行了

传统戏曲形象和要素的植入，促使以千万计、以亿计的玩家发出种种疑问：“插旗子的形象是谁”、

“配音的戏曲是什么？这么好听！”“游戏商场下架了，我还去哪找戏曲服的皮肤？”等等。对于

绝大多数玩家而言，自主寻找答案的过程，就是一次自发而积极的戏曲普及过程。这种过程的

结果，显然也远优于课堂和考试。

以目前传统戏曲与现实社会、特别是与青少年相互隔离的现状，首先很难争取青少年用户收

听和收看戏曲内容，更为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使戏曲元素进入其文化生活，让青少年熟悉戏曲元素

（至少不逊色于西方文化元素）。然后再促使市场因用户的关注而对戏曲元素进行更深入广泛的改

造。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尽力促使一代青少年能够想听、会听传统戏曲。至于传统戏曲自身是

否愿意提供更加通俗、现代的产品，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自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以来，一直到2017年中宣部、

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对于戏曲的支持基本停留

在线下，仅涉及一些文献、资料数字化影像化保存。或者说，更多集中在“继承”和“保留”的

层面。

要推动中国戏曲的“发展”，就必须与互联网实现多种方式和程度的结合。

在本次研究实施的过程中，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机构的多位

专家、学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传统戏曲历史演进、现实发展等多个方面的观察视角和有关研

究框架和思路的建议，感谢他们的帮助。

这一报告也是瞭望智库针对国家文化建设与战略传播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我们将继续就移动互联网、数字娱乐文化产业与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关系和影响，开展

多维度、以实际应用层面为主的研究和研讨。



关于互联网世界中传统戏曲文化的十个结论

结论一：从此次研究所涉及的网络搜索、网络音频、网络视频等维度来说，豫剧的受关注

度较高。而京剧因其独一无二的传统文化符号角色，在更具影响力的社交网络平台上更有“热度”。

结论二：京剧、豫剧以外的地方戏，仍保持有较强的地域特色，这在互联网平台上也有所

体现。

结论三：生于60 年代的著名戏曲演员们，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快速提升，其走势更超越前辈。

结论四：西北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互联网戏曲关注者差异较大，这也导致了梆子与另外三

大传统声腔皮黄、高腔、昆腔的互联网用户有较大不同。

结论五：就整个互联网搜索和关注的状况来说，虽然移动端自2013 年以来快速上升，但

传统戏曲存在下行走势。

结论六：虽然作为小品类，传统戏曲在不同互联网平台上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它与其

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差距可能远超人们想象。

结论七：互联网音视频平台上的传统戏曲形态较为保守，几乎就是将舞台演出音频化、视

频化以及将戏曲广播、戏曲电视搬上互联网，罕有具备互联网特色、为互联网定制的戏曲产品。

结论八：用户年龄偏大，这不仅是说以收听、收看为目的的用户，而是指整个互联网平台上

的传统戏曲关注者。

结论九：京剧与其他强势传统文化符号相比，还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结论十：传统戏曲也能够进入网络音视频付费的商业模式，但目前仍存在较大障碍。



提升戏曲在互联网世界生存能力的思考

    根据目前戏曲在互联网空间的整体景况以及新世纪以来戏曲的发展脉络，结合我们对互联

网平台运营者的访谈，在“十三五”末期和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应推动以下戏曲与互联

网结合的工作。当然，从根本上解决互联网+戏曲的发展问题，还需要开展更多深入研究和应

对更多复杂挑战。

1、	尽快明确“互联网+戏曲”发展的重要性，从中国戏曲战略发展的层面定位“互联网+戏曲”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要包括：委托第三方机构，尽快开展针对“互联网+戏曲”的顶层战略

研究，出台促进“互联网+戏曲”发展的指导意见，研究制定“互联网+戏曲”产业发展规划，

成立部委联席的“互联网+戏曲”工作推进小组等等。

2、	积极引入戏曲业外智力资源（特别是互联网行业人士），在战略层面推动“互联网+戏曲”

顶层政策设计的“跨界”研究，在操作层面就“互联网+戏曲”的实施细节提出有针对性、可

操作性强的建议。或可在部委层面成立“互联网+戏曲”专家咨询委员会，也可在综合研究机构

或地方设立权威的“互联网+戏曲”研究中心或研究基地。

3、	引导和鼓励“互联网+戏曲”的试点，特别是结合互联网产业的应用示范，包括网络游

戏等数字经济、工业设计等创意经济、虚拟技术等创新行业与戏曲结合，推动经济社会各行业、

各领域对“互联网+戏曲”的共同开发和共同利用。除出台各领域的指导意见，也可委托第三方

机构评选国家级互联网戏曲奖项（也可以数字人文等为主题，实际上是对互联网上以传统戏曲为

代表的传统文化传播进行鼓励），或在梅花奖等奖项中设立相关奖项，从而起到示范作用。

4、	必须开展“互联网+戏曲”的基础性研究，针对传统戏曲的特点与原则，结合互联网文

化产品的基本规律，在“十三五”末期取得相关理论成果，从而指导下一步“互联网+戏曲”工

作的开展。

5、	加强针对“互联网+戏曲”的教育工作，在戏曲院校开设针对网络直播、互联网音视频

等垂直领域的课程，特别是推动戏曲导演、戏曲音乐、戏曲文学与网络影视、网络文学等行业的

交流与融合，培养了解互联网、熟悉互联网，能够结合互联网自发实现“互联网+戏曲”创新的

戏曲人才。

6、	加强和完善“互联网+戏曲”的立法，推动版权开放、数据开放等基础性工作，为“互

联网+戏曲”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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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世界的名剧种、名剧目与名家

互联网世界的名剧种、名剧目与名家

剧种、剧目与名家，是构成中国传统戏曲的三个关键要素。人们对于戏曲的关注，也大体

从这三个维度出发——第四个就是名角色。

为了反映互联网世界中的传统戏曲，我们利用以互联网搜索（PC 端和移动端）为主要特征

的“热度”，对剧种、剧目、名家进行了大数据处理，最终得到了关于上述各项目的“热度排名”。

所谓热度——网民关注度，是指网民在互联网上对某一对象的议论和关心程度。一般以

数千万网民在搜索引擎上的检索量为基础数据，以关键词为统计对象，分析并计算每个关键词

在不同网络平台中出现频次的加权和。

由于名角色——相当多为历史人物，在搜索中很容易受到非戏曲关注“同词不同意”的干

扰，因此并没有进入本次分析。

进入此次分析处理的共有 300 个剧种。根据多种资料以及对专家的采访，一般认为中国

目前尚存传统戏曲种类超过 300 个。虽然其中多个剧种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并不妨碍我们

将其认定为不同的剧种。在建立权重时，我们也参考了“一节二奖”：中国戏剧节；中国戏剧奖

中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和中国戏剧曹禺剧本奖获奖剧种。最终得以确定了25 个在互联网上最受

关注的剧种。

我们又对这 25 个剧种中最有代表性、流传最广泛的剧目进行了分析处理。其中，京剧的

代表剧目，有 2449 个，黄梅戏有486 个，豫剧437个，越剧 331个，评剧227个。较少的

如琼剧32个，锡剧23 个。以上 25 个剧种，共约涉及6917个代表剧目。

为了解决“同词不同意”的问题，如电影《霸王别姬》可能导致的“霸王别姬”热度提

升，我们通过剧种+曲目的方式进行降噪。但是，在最终的结果中仍然可能受到“同词不同意”

的影响，这种情况也部分存在于名家热度的分析之中。

在确定名家范围时，我们首先通过上述6917个剧目中可查询的有较高关联度的主演，以

及其他多个不同地方戏名家版本（也包括梅花奖获奖者），确定了包括1990 位传统戏曲名家

CHAPTER 1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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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清单，再做进一步处理。

在确定关键词的基础上，还要确定网民关注度的数据来源。根据《2017-2023 年中国搜

索引擎市场分析预测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搜索引擎是互联网第二大应用，已成为人们信息

生活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17年 6月，中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超过 6 亿人，使

用率为81.1%。StatCounter 的搜索引擎统计结果显示，百度作为国内第一大搜索引擎，市场

占有率为77.32%。这意味着百度用户搜索数据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大部分中国网民的搜索行为。

因此，我们将百度搜索指数和检索结果作为本次研究的数据源之一。为了满足研究的全面

性，搜狗搜索指数和检索结果也作为一个数据来源。

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们仅以百度指数为例，分析了若干剧种、剧目、名家的热度走向。

以上，实际上提供了利用常见的“热度模式”来反映某一关键词在互联网世界的受关注

程度。而对于这些结果的深入分析以及由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改善传统戏曲互联网生存的建议，

则需要更多业内专家的参与。

由于在对东北二人转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二人转所属的艺术门类的界定问题。比如《辞

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年版）就认为“二人转，曲艺的一种，流行于东北各地”。鉴于此，

本报告中的大多数研究并未涉及二人转。

谁是名剧、名曲与名家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剧种 豫剧 黄梅戏 越剧 京剧 秦腔 晋剧
河北
梆子

评剧 吕剧 花鼓戏 粤剧 淮剧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沪剧 锡剧 川剧 闽剧 琼剧 滑稽戏 昆剧 高甲戏 汉剧 花灯戏 徽剧 滇剧 苏剧

剧种热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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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世界的名剧种、名剧目与名家

豫剧在网络上的崛起，既得到对视频网站、音频网站研究（见本报告第二、第三章）的印证，

也有一定的线下基础。

一个线下的例证是，豫剧已经连续两年在北京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大型展演。

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河南人口众多、且对外输出明显，从黑龙江至海南，从新疆、西藏到

粤港澳，乃至东南亚地区都有河南籍人士广泛分布。因此，豫剧团也分布于全国各地。据报道，

2006 年国家文化部门统计的国有专业豫剧团体数量为167个。还有报道说，全国有民营豫剧团

体1300多个，全部从业人士约10万人。

豫剧之所以能够跟随河南籍人士在全国落地生根，与其风格有极大关系。

众所周知，康乾时代，地方戏的前身“乱弹”诸腔兴起。它们之所以能打破压力，取代官

方推崇的昆山腔、弋阳诸腔，就是因为因其强烈、鲜明的时代精神，特别是符合下层群众审美要

求的灵活演进。由此，中国的传统戏曲从明清传奇进入到第三个发展高峰，也更加群众化、更

加丰富多彩。

这次变革的主要标志，就是梆子、皮黄两大声腔剧种占据主导地位。后者的代表就是京剧。

豫剧即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而来。因河南简称“豫”，故称豫剧。

至今，豫剧仍然保持着浓烈的“乱弹”色彩：有高亢激越、简洁明快的唱腔曲调，古今兼具、

老少咸宜的表演内容和风格，语言情趣幽默诙谐、乐观向上。与文白相夹的其他传统戏曲相比，

豫剧不仅曲调流畅、节奏鲜明，而且吐字清晰、极其口语化，内容上也以反映现实、贴近生活为

主，特别是接近农民的实际生活，合乎大众的口味。

在对剧种热度的进一步抽样研究中我们发现，黄梅戏、越剧等东部发达地区的地方戏深受

当地互联网应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中老年用户也能熟练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搜索、获取信

息和收听、收看。

反之，以豫剧、秦腔、晋剧为代表的梆子，其互联网关注者更多为中青年用户。一方面，受

制于文化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程度的限制，当地中老年用户利用互联网关注戏曲的情况较少；另一

方面，受制于中部、西部经济发展，文化产品供应相对落后，传统戏曲在中青年用户中仍有较高

的关注度。



04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豫剧 朝阳沟 花木兰
穆桂英
挂帅

白蛇传 打金枝 秦香莲 卷席筒 红灯记 抬花轿 秦雪梅

黄梅戏 红楼梦 天仙配 女驸马 白蛇传 牛郎织女
梁山伯

与祝英台
孟姜女

孔雀
东南飞

孟丽君 桃花扇

越剧 红楼梦 白蛇传 西厢记 孟丽君 五女拜寿 何文秀
孔雀

东南飞
碧玉簪 追鱼 祥林嫂

京剧 贵妃醉酒 沙家浜
穆桂英
挂帅

武则天 霸王别姬
智取

威虎山
红灯记 白蛇传 红娘 西厢记

秦腔 三娘教子 铡美案 十五贯 金沙滩
狸猫

换太子
辕门斩子 周仁回府 下河东 斩黄袍 祭灵

晋剧 打金枝 芦花 金水桥 金沙滩 蝴蝶杯 四进士 下河东 三关点帅 算粮登殿 明公断

河北梆子
穆桂英
挂帅

宝莲灯 柜中缘 秦香莲 杜十娘 打金枝 窦娥冤 蝴蝶杯 钟馗 赵氏孤儿

评剧 秦香莲 花为媒 杜十娘 新凤霞 刘巧儿
杨三姐
告状

凤还巢 金沙江畔 人面桃花 小女婿

吕剧 回家 小姑贤
李二嫂
改嫁

姊妹易嫁 苦菜花 打焦赞 借年 画龙点睛
后娘

打孩子
补天

花鼓戏 天仙配 补锅 双盗花 打鸟 芦林记 荞麦记 补背褡 盘花调 桃花烟雨 喜脉案

粤剧 帝女花 搜书院
七月七日
长生殿

荔枝颂
凤阁恩仇
未了情

顺治
与董鄂妃

梦会太湖 西楼错梦 白兔会
牡丹亭
惊梦

淮剧 白蛇传 秦香莲 牙痕记 珍珠塔 祥林嫂 赵五娘
金龙

与蜉蝣
半车老师 寒窑记 腊月雷

沪剧 江姐 罗汉钱 芦荡火种 碧落黄泉 庵堂相会 阿必大 大雷雨 女看灯 铁汉娇娃 卖红菱

锡剧 红楼梦 珍珠塔 孟丽君 玉蜻蜓 双推磨 二泉映月 双珠凤 拔兰花 庵堂相会
红色

的种子

川剧 白蛇传 秋江 思凡 戏仪 三祭江 收烂龙 放裴 新辕门 迎贤店 双拜月

闽剧 孟丽君 钗头凤
贻顺哥
烛蒂

伍老
与周良显

夫人城 炼印 黛玉葬花 天鹅宴 六离门
荔枝

换绛桃

琼剧 张文秀 西厢记 秦香莲
省港

大罢工
古城会 孟丽君 梅开二度 搜书院 大义灭亲 红叶题诗

滑稽戏
七十二家

房客
卖橄榄 啼笑因缘 满园春色 捉放曹

苏州
二公差

僧尼会
三毛

学生意
马浪荡 顾家姆妈

昆剧 牡丹亭 西厢记 长生殿 十五贯 玉簪记 琵琶记 连环记 浣纱记 水浒记 占花魁

高甲戏 陈三五娘 郑成功 秦香莲 窦娥冤
严尊言语
似冰雪

昭君出塞 连升三级 珍珠塔 金魁星 玉珠串

汉剧 宇宙锋 断桥 打金枝 打花鼓 借牛 大赐福 二度梅 百花亭 草场会 临江会

花灯戏 白蛇传 二度梅 天仙配 秦香莲 辕门斩子 捡菌子 红灯记 玉簪记 柳荫记 槐荫记

徽剧 白蛇传 贵妃醉酒 荡湖船 宇宙锋 淤泥河 水淹七军
月（肉）

龙头
乌龙院 借靴 刘铭传

滇剧 水浒 白蛇传 之推逃官 秦香莲 血手印
薛尔望

投潭报国
拾玉镯 牛皋扯旨 闯宫 活捉王魁

苏剧 白蛇传 牡丹亭 西厢记 卖草囤 秦香莲 柳如是 十五贯 荡湖船 卖橄榄 玉簪记

剧目热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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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世界的名剧种、名剧目与名家

在剧目热度中，我们发现，从京剧“样板戏”到越剧的《追鱼》、《祥林嫂》，近当代题材和

曾经实现电影化、电视化的传统剧目均获较前排名。

以豫剧为例，《朝阳沟》“在中国现代戏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品位和所拥有的特殊地位

是无可争辩和替代的”。其主要内容是写城市姑娘银环到未婚夫拴宝老家朝阳沟劳动、克服一系

列困难最终在农村扎根的故事。

该剧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在1958 年 5月19日首演于郑州，1963 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

戏曲艺术片。后被京剧、评剧、吕剧、眉户戏、滑稽戏等移植、演出过。

《朝阳沟》的特点，是“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河南色彩、充满大地气息和情感温度”，特别

是其音乐具有“跨时代”的美誉，大段、小段至今仍能为河南各地一般民众随口哼唱。

三大“样板戏”进入京剧热度前十名，同样证明了“现代化题材”和现代传播媒介对于戏曲

影响力的重要性。

虽然一直在艺术风格上受到抨击，并且因融合了沪剧、淮剧、话剧等特征而被称为现代京剧，

但几部著名的“样板戏”一直被受众认为是京剧的代表。这主要是因为：1、五六十年代出生的

人们，长期处于文化供给不足的境地，对“样板戏”有较为深刻的认知和认同；2、这一代人目

前是京剧的主要听众、观众和用户，且大多能够使用互联网和手机进行简单的查找并收听、收看；

3、当前仍然存在中老年特色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而传统京剧又有发音、理解等阻碍，“样

板戏”成为首选。

但是必须看到，这一部分曲目，其内容、主题和风格均与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

系——这也是他们对“样板戏”心存喜爱的根本原因之一。一旦这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上述剧

目是否还会受到如此关注，恐怕不容乐观。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当代题材剧目，受各种原因

影响，可能还无法产生如“样板戏”这样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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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豫剧 马金凤 常香玉 汪荃珍 李树建 刘忠河 金不换 虎美玲 洪先礼 李金枝 王红丽

黄梅戏 韩再芬 马兰 严凤英 吴琼 张辉 杨俊 李文 赵媛媛 黄新德 袁玫

越剧 单仰萍 茅威涛 赵志刚 方亚芬 吴凤花 袁雪芬 申小梅 吕瑞英 金采风 方雪雯

京剧 李胜素 于魁智 梅葆玖 张火丁 王艳 孟广禄 王佩瑜 李维康 李世济 张建国

秦腔 李小锋 李梅 李娟 商芳会 李爱琴 齐爱云 马友仙 李正敏 戴春荣 桑梓

晋剧 孙红丽 王爱爱 谢涛 栗桂莲 史佳花 武凌云 李萍 宋转转 王万梅 高翠英

河北梆子 新凤霞 裴艳玲 荀慧生 刘玉玲 王洪玲 崔兰田 王英会 陈春 张秋玲 张惠云

评剧 新凤霞 刘萍 筱俊亭 宋丽 谷文月 刘秀荣 王冠丽 曾昭娟 赵斌 小玉霜

吕剧 高静 郎咸芬 李萍 林建华 李岱江 吴萍 时殿元 李肖江 刘玉凤 孙英杰

花鼓戏 李谷一 张也 雷佳 王丽达 李左 李春华 宋谷 张廷玉 刘赵黔 胡新中

粤剧 红线女 马师曾 罗品超 丁凡 倪惠英 梁耀安 李淑勤 梁淑卿 欧凯明 麦玉清

淮剧 梁伟平 陈芳 陈澄 陈德林 李进 梁国英 裔小萍 何叫天 张文俊 王志豪

沪剧 茅善玉 杨飞飞 陈瑜 马莉莉 孙徐春 丁是娥 王盘声 赵凤英 筱福田 张丽君

锡剧 周东亮 王彬彬 梅兰珍 王兰英 小王彬彬 张金华 姚澄 倪同芳
小小

王彬彬
黄静慧

川剧 刘芸 沈铁梅 周企何 刘萍 孙普协 崔光丽 陈巧茹 陈智林 蒋淑梅 张光茹

闽剧 郑奕奏 周虹 陈强 冯艳芳 林颖 陈琼 黄秀清 洪深 陈乃春 陈洪翔

琼剧 陈华 符传杰 王荷花 黄庆萍 胡俊杰 王英蓉 陈进和 吴多东 黄红梅 刘秀蓉

滑稽戏 王汝刚 周柏春 严顺开 翁双杰 吴双艺 姚慕双 毛猛达 杨华生 舒悦 沈荣海

昆剧 俞振飞 张继青 蔡正仁 洪雪飞 刘静 王振义 岳美缇 梁谷音 杨凤一 张静娴

高甲戏 吴晶晶 洪加走 陈娟娟 陈清河 陈仔宗 曾学文 颜佩琼 王祖平 陈坪 刘秀华

汉剧 陈伯华 李仙花 彭玲 邓敏 王荔 邱玲 吴天保 余洪元 杨宝林 胡和颜

花灯戏 邵志庆 马正才 杨丽琼 王开任 熊长惠 蔡妙禧

徽剧 王丹红 李龙斌 胡志鹏 汪育殊 章其祥 李泰山 谷化民 王进同 程发全 方妙桂

滇剧 碧玉 玉树萍 王玉珍 刘俊伟 冯咏梅 彭国珍 栗成之 戚少斌 陈亚萍 周卫华

苏剧 王芳 丁杰 张继青 蒋玉芳 尹斯明 叶和珍

* 部分剧种因在网络上的传播度较低，其名家的权重不够满足 10个排名，因此空缺。

名家热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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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世界的名剧种、名剧目与名家

从名家热度看，中国戏曲界实际上为60后所主宰。特别是整个数据统计是以2011年为起点，

近年来在网络上较受追捧的王佩瑜、韦小兵等并未进入排名前列。实际上这也反映出，新近崛

起的年轻演员，就综合考量而言，其热度、关注度依然不能和60后名家抗衡。

但是60后对于热度名家的垄断，也突出显示了戏曲人才面临的挑战。1960 年至1965 年出

生的梅花奖获得者，最早是在上世纪80 年代初就赢得过梅花桂冠。我们认为，就梅花奖获奖

者和本次名家热度的分析来看，60后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一直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主力群体。

就少年成名而言，70后演员要逊于上一代名家。实际上，如迟小秋、茅威涛、陈俐等以19岁、

22岁的青春之年赢得梅花奖的案例，已经许久没有出现过。

为何最热——移动为王

在本章第一部分中，我们对互联网世界传统戏曲剧种、曲目、名家的热度进行了分析。以下，

我们将仅采取百度指数来观察部分热剧种、热曲目、热名家。

李胜素是梅葆玖先生的入室弟子、梅派最具影响力的传人，也在京剧名家中热度排名第一。

用户对于李胜素的搜索自2012年底以来稳步攀升，峰值发生在2017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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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对李胜素的搜索自2014 年以来不断提升，相对而言，PC 端的关注基本陷于停滞。

以上我们看到，来自移动端的关注，是使李胜素成为“最热京剧名家”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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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世界的名剧种、名剧目与名家

从以上数据可见，于魁智先生的热度一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年轻一

代更为偏好的移动端，他并未获得更多关注。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梅葆玖先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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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端对于名家热度的影响在“最热豫剧名家”马金凤身上更为明显。自2015 年以来，PC

端对她的搜索行为出现了明显下降，而移动端却反向上升并保持高位。考虑到PC 端的搜索行为

有更多目的：包括写论文、了解相关新闻，而移动端更多指向收听和收看，因此移动端更为真实

地带动了马金凤的热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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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世界的名剧种、名剧目与名家

对绝大多数剧种的“最热名家”来说，2015 年以来在移动端的搜索和关注，都是他们成为“最

热”的主要因素——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例PC 端上升而移动端下降却能够成为“最热名家”的例子。

印证移动端重要性，更具说明力的是对剧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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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由于PC 端搜索的下降，导致了豫剧整个搜索量绝对值的下降。但是 2013

年年中起，移动端的搜索和关注快速提升。

同样情况也可见于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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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就百度指数所反映的情况而言：

1、2011年以来，绝大多数地方戏的百度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行趋势。当然，这也可

能是由于网络音视频网站的快速发展，导致网络听众、观众直接进入垂直平台进行查找；

2、PC 端的搜索和关注持续下降；

3、移动端基本都出现了上升。

虽然百度指数只是我们构建“最热”模型的权重之一，但是由于它的周期完整性以及巨大的

搜索量，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互联网（PC 端和移动端）上戏曲所受到的关注。而由于曲目名容

易受到“同词不同意”的干扰，我们并没有利用百度指数对其进行分析。

说明：关于研究方法

在收集数据后，由于每个数据的量纲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本次数据的标准化采

用Z-score 标准分数法，把原有单位无量纲化后，以标准差为单位度量原始分数离开其平均数

的分数之上多少个标准差。由于它是一个抽象值，不受原始测量单位的影响，并可接受进一步

的统计处理。其计算公式为:

最后在每个关键词得分的基础上，先以剧种为主选排序依据，将得分作为次选排序依据，

对结果进行排序。

θ
得分

=
Z

百度指数
+Z

百度检索
+Z

搜狗检索

3

其中x为某一具体值，μ
剧种

为平均数，σ
剧种

为标准差。

计算过程中，每个剧种，计算出不同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计算Z-score后，每个关键词都会有对应百度指数、百度检索结果和搜狗检索结果的3 个

Z-score 值。如下所示，最后计算三个标准分数的平均值作为该词的最终得分。

Z =
x-μ

剧种

σ
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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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FM，是互联网自PC 端时代进入移动端时代的典型产物之一。在移动互联网到来前，

以传统广播为代表的音频产业已经陷入低谷，仅有以各地交通广播为代表的汽车音频市场有一定

发展空间。而随着智能手机和4G的普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载音响、可穿戴设备等移动

终端转变为“随身广播”，不仅接入了传统广播内容，还逐渐将文学、影视等其他文化娱乐形式

音频化，形成了大量互联网音频平台。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络音频用户规模5.24亿，

音频应用用户使用率达到69.8%。目前，大量非音乐互联网FM开始向社交、知识平台发展，对用户、

特别是年轻人群的影响力不断加大。这种平台也成为不同内容供应者、生产者的“必争之地”。

蜻蜓FM是中国最大的非音乐类互联网FM之一，也是国内首家网络音频应用，用户超过2亿，

日活跃用户超过1000万。在内容上，该平台拥有 32个大类、502个小类，囊括了当前非音乐音

频市场几乎全部的垂直领域。

与其他大型平台相比，我们也注意到，蜻蜓FM一直强调对内容的正向引导，包括推动传统

戏曲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互联网音频化以及主流价值观与网络文化的结合，比如《人民的名义》、《建

军大业》等互联网音频产品。实际上，蜻蜓FM上存在的大量传统戏曲账号和内容，使它成为当

下为数不多的足够观察传统戏曲在互联网音频领域状况的案例。

由瞭望智库和蜻蜓FM 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对蜻蜓FM 上的传统戏曲内容进行了多维度的大

数据处理和分析，并与评书等其他传统文化品类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形成了国内首个互联网音

频与传统文化研究报告。

戏曲频道是蜻蜓FM 最早建立的品类，主要包括戏曲广播电台和点播专辑两种类型。蜻蜓

FM于2015 年 4月启动PUGC 布局，是UGC（用户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的交叉运用。

目前PGC 获取方式有四种：一是与电台、电视台授权合作；二是版权购买；三是艺人、主播等

专业人士自制上传；四是自制节目。

CHAPTER 2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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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 FM戏曲与音乐电台最高收听量比较

电台（个） 最高收听人次（万）

戏曲广播         音乐广播

585

67

375

20

除了广播电台外，戏曲频道收录了包括京

剧、越剧、豫剧、评剧、黄梅戏以及坠子戏、

二人转、秦腔、粤剧、曲剧等共37个剧种的

674 个点播专辑，总节目数量超过3万，总播

放次数超过10 亿（2011年以来）。

但相较于平台当下最火的有声小说和其他

节目来说，戏曲只是一隅。

蜻蜓 FM小说类与戏曲类总播放量比较

655

专辑数量（千） 节目数量（万） 总播放量（亿）

10

200

36.550.674

戏曲             小说

目前戏曲频道日活跃人数超10万人次，占全平台的1%-2%。整体来看，戏曲频道用户的增

长主要来源于同平台用户的内部转化，而内容的丰富主要基于专业用户的生产。

在蜻蜓FM，戏曲头部专辑主要来源于专业主播的上传，运营人员首先对用户点击量和平均

时长进行测试与分析，根据结果选择是否推荐专辑。

截至 2017年 9月中旬，戏曲广播电台有

20 个，收听量超过10万人次的专业戏曲广播

包括潮州戏曲广播、上海戏剧曲艺广播、陕西

戏曲广播、北京戏曲曲艺广播、河南电台网络

戏曲广播。其中，潮州戏曲广播收听量最高，

约为67万人次。但是相对于同平台上音乐广播

电台375 个、头部收听量可达约585万人次的

数据，戏曲收听量显然很低。

有声小说目前总共有6550张专辑，节目数量超过 200万，总播放次数超过655 亿。相对于

同样老年听众比较多的传统评书而言，戏曲节目的数量和收听量也稍处劣势：评书频道在2015

年7月从小说和相声频道中独立出来，已有评书专辑 388 个，总节目数量超过4万，总播放次

数约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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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域划分，近一个月的数据显示，戏曲

用户中，北京以11%的比例位居第一，江苏9%、

河北 9%、浙江 8%、广东7%、河南7%。

造成地域偏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1、外

来人口更多的地域，比如北京，可能包括了大

量收听地方戏的人群，互联网模糊了地方戏曲

收听的边界。2、发达地区中老年人使用APP

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

老年戏曲用户的粘性较大。对于深度戏迷来说，不管专辑节目的数量有多庞大，能够保持

完整收听的习惯。目前在蜻蜓FM 平台的头部专辑中，按收听量排行来看，豫剧和河南其他地方

戏占比最大，二人转、秦腔、京剧等次之。从用户收听习惯可以看出，戏曲用户更倾向于收听经

典唱段，其次是名家专辑，对于平台所收录的戏曲故事类节目，收听量相对较少。

50后

60后

70后

80后

90后

00后

6%

11%

19%

20%

21%

23%

蜻蜓FM戏曲频道受众年龄分布

蜻蜓FM戏曲频道受众地域分布

28%

11%

9%
9%

8%

7%

7%

6%

6%
5%

4%
北京

江苏

河北

浙江

广东

河南

上海

山东

辽宁

天津

其他

从 2016 年 4月至今，蜻蜓FM 平台的戏曲频道数据稳定上涨，频道日活跃人数增长70%，

每日总时长上涨160%。

但戏曲频道用户留存率没有小说、相声类节目高。事实上，深度收听用户数量稍少——所谓

“深度用户”就是在戏曲频道产生持续收听行为的用户。

蜻蜓FM 上线初期定位于“互联网音频”，

听众整体年龄层次较为成熟。单就戏曲的收

听用户而言，50后至80后占整体收听用户的

83%，其中70后比例最高，达到23%，00后仅

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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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 FM戏曲频道专辑收听量排行表

排名 专辑名称 节目量 收听量 专辑更新时间

1 豫剧名家名段 223 1.0 亿次 2017/8/22

2 二人转精选合集 516 1.5 亿次 2017/8/20

3 秦腔经典唱段集锦 314 7575.7 万次 2017/8/19

4 河南坠子经典唱段合集 210 5897.4 万次 2017/8/17

5 曲剧经典唱段合集 148 5660.2 万次 2017/7/6

6 河南地方戏（豫剧、曲剧、越调） 316 6856.2 万次 2017/7/6

7 京剧·于魁智专辑 118 5659.7 万次 2017/7/5

8 坠子皇后胡中花专辑 114 2500.9 万次 2017/6/29

9 豫剧红脸王唱段 ( 一） 640 2638.7 万次 2017/7/29

10 河南坠子·徐延忠搬兵 52 1533.5 万次 2016/12/14

自2016 年 8月起，蜻蜓FM 开始布局精品内容付费市场。但由于戏曲频道老龄用户较多，

没有付费习惯，也难对新编戏曲产生兴趣，因此传统戏曲付费的可能性比较小。

从用户的收听习惯可以看出，戏曲用户更倾向于收听固定的曲目。但近年来频道内也涌现出

一批中青年的戏曲主播，将一些新编戏曲上传至平台，吸引了更多年轻的听众。

但从整体的收听数据来说，经典曲目仍占较大比例。蜻蜓FM 平台也积极同电台、戏曲类

APP、公众号、戏曲主播等寻求合作，依靠PUGC共同生产内容，整合经典曲目，推广新编戏曲，

致力于弘扬戏曲文化，将传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下去。

附：蜻蜓 FM戏曲频道负责人访谈

Q：如何看传统戏曲在互联网音频市场的角色？

A：戏曲在整个互联网音频领域占比较低，由于受众群体较小，许多大平台甚至没有戏曲频

道。蜻蜓FM戏曲频道从 2016 年 4月开始活跃涨幅是70%，超过整个平台的增长水平。这种增

长得益于一定时期平台对主播上传节目的收听流量奖励，当然，也是对戏曲类节目进行首页推荐

产生的效果。

截至时间：20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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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戏曲频道规模小，但潜在用户多，发展空间大。比如小说类

节目用户数量相对庞大，再想增长只能依靠平台的整体增长，以从平台外拉入新的流量为主。

但戏曲频道通过推出更好的内容让平台内已有的用户看到，就能实现新增。不过，戏曲频道的用

户存留度并不高、深度用户占比不多。

Q：现在看起来豫剧在戏曲频道的内容比较多，原因是什么？

A：这是数据选择的结果。在平台上，新上传的内容都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被推荐，数据

更好的专辑会脱颖而出，用户增长会很明显，我们就会进一步推荐。如果它的用户存留度更好更

稳定，我们就继续推。

数据越好，推广力度越大，导致数据更好，上传者也更喜欢上传这一类内容，这其实是一

个良性循环。作为平台方，我们的考量只是基于数据。

通过长期的选择和积累，有更多豫剧和河南戏专辑留了下来。就我们自己对受众的了解，河

南地方戏的听众收听习惯更好，他们会更加稳定地打开蜻蜓FM去收听豫剧，并且寻找有没有新

的内容。

				Q；戏曲频道的用户有何特点？

A：我们注意到，戏曲频道的用户年龄层比我们平台的平均年龄要高很多。比如无论评论还

是打赏率都较低，因为上年纪的用户不太清楚怎么做，有些需要委托子女。这样，当我们想提高

用户活跃度，就很难通过社区、社交这些方面来实现。

    戏曲的另一个特点是地域化，比如方言，其他地域的人可能听不懂，因此，我们尽可能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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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剧种列出来以便用户选择，降低收听门槛。再比如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直播，因为方言的限制，

戏曲类直播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仍然在寻找合作机会，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效果。

				Q：创新的戏曲内容在蜻蜓FM 表现如何？

A：我们和剧院等专业的戏曲机构有过合作，他们把创新戏曲放到平台上。此外，蜻蜓FM

也会对一些戏曲比赛进行直播，但受众还是相对较窄。很多年轻演员也会上传自己录制的内容，

但这些内容的点击量不是很理想。可能问题是创新戏曲虽然在发展，但无论是参与创新的人数

还是创新的内容数量，都还比较少，没有成系统，没有到达爆发点。从我们平台方的角度来说，

我们希望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不让老用户流失并且有新的用户进来，我们也会尝试推荐这些

新的作品。

Q：从平台方的角度，作为一个互联网音频的品类，如何才能更好推动传统戏曲的发展？

A：现在整个互联网音频行业都开始进入付费时代，各个平台都在打造自己的精品付费内

容，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传统戏曲也有付费的可能性。比如有的主播讲对传统戏曲经典唱段的

理解、对相关历史故事的解读等。

同时，戏曲比较大的瓶颈是版权。戏曲的版权很零散，权利义务也不是特别明晰。比如一

个戏剧主播，他自己唱的内容如果是完全自创的，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授权做付费运营。但如果他

想要做唱段解说，播放唱段一旦超过一定的长度，就要有版权。

实际上，如果让戏曲主播通过运营获得收益，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弘扬戏曲文化，我们也

希望有更多主播加入，使互联网音频平台上的传统戏曲内容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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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交平台说到戏曲，他们在谈论什么

新浪微博是目前使用率最高的信息分享和交流平台，也是全球用户规模最大的独立社交媒

体公司。2017年第二季度，新浪微博月活用户超过3.6 亿，其中移动端占比92%。

与视听网站不同，用户进入新浪微博旨在获得各类信息。因此，观察微博上的传统戏曲传

播景况，可以更多分析传统戏曲的传播状态。

本章报告依托于新浪微舆情大数据平台，监测对象为戏曲、中国戏曲、传统戏曲、京剧、

豫剧、评剧、黄梅戏、越剧；监测时间为2016 年 9月21日-2017年 9月21日一年；监测范

围涵盖全部新浪微博平台。分别对戏曲、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越剧的全网相关信息量，

微博相关信息量、媒体关注度、微博话题、事件趋势、热点词、网友情绪、博主地域、热门微

博进行分析。针对中国戏曲、传统戏曲进行全网相关信息量，微博相关信息量、媒体关注度分析。

关于“戏曲”，新浪微博信息关注度最高的月份集中在2017年 5、6、9月份。经分析，这与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晚会上京剧等中国传统戏曲大放异彩、网友媒体对传统戏曲

关注度升高有关。《人民日报》于2017 年 5 月16 日发布关于“国粹京剧等中国传统戏曲在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大放异彩”的微博，其阅读量达到3792904，转发量为2704 条。

微博网友对于戏曲多持赞赏、鼓励、喜爱等积极正面的情绪，热点词多数是“经典”“国粹”

等褒奖词语。

北京、山东、江苏、浙江、河南、上海等地对戏曲关注度较高。

女性对黄梅戏关注度高于男性，男性对豫剧关注度高于女性。其他主要戏曲剧种，二者关

注度基本持平。

在五大传统戏曲剧种当中，京剧受到的关注度最高，其次为越剧、黄梅戏、豫剧、评剧。

CHAPTER 3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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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交平台说到戏曲，他们在谈论什么

微舆情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关于“戏曲”全网共产生942.5 万条相关信息，微博所产生

的相关信息为616.8万条，媒体报道为187.6万条。关于热点词分析，涉及的主要热点词有“越剧”、

“豫剧”、“评剧”等五大传统戏曲剧种，以及“中国”、“艺术”、“经典”等体现戏曲特点的词语。

关于情绪分析，主要为“爱心”、“鼓掌”、“玫瑰”等积极正面的情绪。

越剧
全国

千年
地

方

豫
剧

评
剧

湖
北

广
州

最
爱

一
带

一
路

人
民

日
报

2017
文

化 演
员

昆
曲戏

剧

国
际

 合
作

 高
峰

论
坛

百
花

齐
放

重
温
经
典

吕
剧

曲
剧有

哪
些

传
承大美中国

牡
丹
亭 梨

园
戏

大剧院大
放
异
彩

艺
术

表
演

剧
院

中
国 演

出

统
计

完全

传
统

剧
团

话
剧

山
西

霸
王
别
姬

中
华
文
化

图
片

我
图

发
展

桃
花
扇

地
区

民
族

粤剧

天
仙
配

梆
子

京
剧

戏
曲

经
典

世
界

梅
花

晋
剧

秦
腔

国粹

舞台

川剧

学
习

脍炙人口

传
统
戏
曲

黄
梅
戏

河
北
梆
子

历
史

五
大

桃
李
梅

文
艺
晚
会

收
藏



24

关于地域，主要关注人群集中在浙江、北京、河南、江苏、上海等地。

关于男女占比，女性对“戏曲”的关注度

高于男性。

关于热门微博，陈晓在电视剧《那年花开

月正圆》里男扮女装的秦腔表演得到广大微博

网友的关注。音乐博主音乐视频自媒体 @ 音乐

微心情参与江苏卫视歌声的翅膀主持的 # 歌声

的翅膀 #话题，发布了两岁半王子辰带来的豫剧《花木兰选段》，得到广大微博网友们的关注。《人

民日报》在发起的话题#大美中国#以及话题#一带一路 #中提到“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晚会上，

国粹京剧等中国传统戏曲大放异彩”得到大量微博网友的关注。

微博作为一个以信息为核心的综合类互联网平台，用户以获取视听内容为目的的行为要远低

于网络视听网站。因此，其大数据信息采集结果也与视听网站、乃至综合搜索平台有所不同。

在以下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五大传统戏曲相关的微博传播情况，包括数量比较、与其有关

的关联词以及相关热门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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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交平台说到戏曲，他们在谈论什么

微舆情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关于“京剧”全网共产生284.3万条相关信息，微博所产生的

相关信息为190.2万条，媒体报道为50.8万条。

关于热点词分析，涉及的主要热点词有“经典”、“文化”、“北京”等体现京剧特点的词语，以

及“霸王别姬”经典京剧曲目等。

关于“京剧”的热门微博中，《人民日报》在发起的话题 #大美中国 #以及话题 #一带一路 #

中提到“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晚会上，国粹京剧等中国传统戏曲大放异彩”得到大量微博网友

的关注。 

微舆情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关于“豫剧”全网共产生32.5万条相关信息，微博所产生的

相关信息为14.9万条，媒体报道为10万条。

关于热点词分析，涉及的主要热点词有“豫剧”、“京剧”、“黄梅戏”等传统戏曲剧种，以及“河

南”“经典”“传统”体现豫剧特点的词语。

关于“豫剧”的热门微博，音乐博主音乐视频自媒体 @ 音乐微心情参与江苏卫视歌声的翅

膀主持的 # 歌声的翅膀 # 话题，发布了两岁半王子辰带来的豫剧《花木兰选段》，得到广大微博

网友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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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舆情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关于“评剧”全网共产生25.8万条相关信息，微博所产生的

相关信息为14.5万条，媒体报道为6.5万条。

关于热点词分析，涉及到主要热点词有“中国”、“戏曲”、“国粹”体现评剧特点的词语以及“新

凤霞”著名评剧演员等。

关于热门微博，《人民日报》在2017 年7月17日发表微博，怀念著名评剧演员、被誉为“一

代小品太后”——赵丽蓉，得到广大微博网友们的关注与讨论。

微舆情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关于“黄梅戏”全网共产生49.4万条相关信息，微博所产生

的相关信息为32.3万条，媒体报道为9.8万条。

关于热点词分析，涉及到的主要热点词有“文化”、“经典”、“传承”体现黄梅戏特点的词语以

及“天仙配”经典黄梅戏曲目等。

关于热门微博，福州市博诚文化交流有限公司首席文化顾问微博签约自媒体 @国史古风发

表微博介绍中国戏曲，提到黄梅戏《女驸马》得到广大微博网友们的关注。

越
剧

演
出

传
承

彩
唱

百
花

齐
放

一
路戏

曲

大
放

异
彩

传统文化

传
统

戏
曲

一
带

一
路

霸
王

别
姬

高
淳

国
粹

民
族

评
剧

中
国

文化

我
国

发
布

曲
剧

公
益

千
年

统
计

学
习

等
你

重
温

经
典

高
淳

老
街

好
戏

连
台

好
网
民

五
大

16
日

来到

完全

戏剧

中华文化
牡
丹
亭

广
场

表
演

9月

精
彩

文
艺
晚
会

世
界

黄
梅
戏

昆曲

京
剧 最

爱

收
藏天
仙
配

预
告

文
广 地

区
2017

有
哪
些

桃
花
扇

豫
剧

经
典

节
目

国
际
合
作
高
峰
论
坛

不
见
不
散

脍
炙
人
口

评
剧

展
演

北京

主演

天
津

注
册

举
办

经
典

青
年

推
荐

文
化

表
演

艺
术

家

艺
术

中
心

杨
三

姐
告

状

舞
台发

表
了
博
文

剧
团

国
粹

论
坛

著
名

文
化
馆戏

曲
演
员

京
剧

沈
阳

社
区 中
国

第
十
届

饰
演

演
唱
会

刘
巧
儿

艺
术
节

优
酷郭

德
纲

秦
香
莲

艺
术

天津市新
凤
霞

下
载

母
亲视

频

你
听 唱

吧
会
员大
赛

不
错

MP3

精
彩

朋
友

红
高
粱

点
击

爱
好
者 电

影
活
动



27

当社交平台说到戏曲，他们在谈论什么

微舆情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关于“越剧”全网共产生51.5万条相关信息，微博所产生的

相关信息为28.9万条，媒体报道为13.5万条。

关于热点词分析，涉及到的主要热点词有“经典”、“艺术”等体现越剧特点的词语以及“红

楼梦”等经典越剧剧目等。

关于热门微博，@飞利浦健康科技发布微博“飞利浦联合纪实频道推出人文纪录片《传承》”

该记录片记录了越剧演员在越剧演艺道路上的不懈努力与坚持，得到了广大微博网友们的关注和

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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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中的中国戏曲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6 年12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5.45 亿，网络视频用户使用率为74.5%。其中，手机

视频用户规模为接近5 亿，与2015 年底相比增长9479万人，增长率为23.4%；手机网络视频

使用率为71.9%，相比2015 年底增长6.5 个百分点。《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还预测，

随着4G网络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手机资费的下调，网民在微信、微博等主流 APP上观看短视频的

行为变得更加普遍。

网络视频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传播、分发、社交平台。业内数据显示，51%的用户将

视频分享到了朋友圈，39% 进行了留言。

为了了解传统戏曲在网络视频领域的影响力，我们对爱奇艺、腾讯、优酷三家互联网视频

平台（APP）传统戏曲的头部情况进行了大数据采集和分析。

通过预研究我们发现，互联网视频平台在上传内容时，无论何种剧种或剧目，都较为喜欢以

“戏曲”作为标题或账号关键词。特别是通过对部分头部内容的交叉重合比对，绝大多数头部

作品在标题或者账号中均含有“戏曲”。因此，我们就在三大平台，以“戏曲”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并从总计超过 200万个检索结果中选取了各平台“最热”排序的前200 名（剔除非戏曲内容），

包括专辑、账号或单一视频。

由于头部搜索结构是专辑，包括多个单一视频，事实上，整个数据处理的单一视频样本超

过1500 个。

通过标题和内容识别，以上取样共涉及 21个剧种。

但搜索结果并不只是戏曲唱段，也包括戏曲动画、戏曲电影、戏曲电视片，有戏曲人物出现

的综艺节目，戏曲竞赛的宣传视频、公开课等等。

在这三个网站中，爱奇艺的搜索具有“全网”功能（搜索结果大约170万个，包括专辑、单

一视频和该平台自己的戏曲类账号），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用户对于全网传统戏曲视频的选择

CHAPTER4

第四章



29

“新视野”中的中国戏曲

结果；腾讯视频较强调原创；而优酷的搜索结果是单一平台上单集视频的结果。

以“最热”排名后，腾讯视频第一位的戏曲内容播放量仅为8万左右。优酷有2个播放量

为200万以上，3 个100万至 200万，17个 50万至100万。

爱奇艺和优酷更能代表互联网视频平台的整体情况。在数据处理后，爱奇艺和优酷的结果

也具有相互印证的特点。腾讯视频更多体现了较为独立的用户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网络直播与网络视频分开统

计，而且截至2016 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44亿，占网民总体的47.1%，但各大网络

直播平台的戏曲直播内容几乎为零。或者说，在主流网络直播平台上，传统戏曲既没有产生足

够的关注和用户流量，也没有被平台方作为一个独立的品类。仅从查询结果看，为数不多的网络

戏曲直播，几乎都是有政府部门推动的有限尝试。

本章描述了在互联网视频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传统戏曲类内容，包括其时长、剧种、形式、

题材。

传统戏曲在三大互联网视频平台时长分布

在具有“全网”性质的爱奇艺上，头部较多的是全本传统戏曲，这也是导致大量单集超过

60 分钟视频出现的原因，实际上这也是戏曲重度爱好者的典型行为。而通过与视频网站运营人

员的交流和抽样，我们了解到，全本传统戏曲用户在工作日、工作时间登录的比例要远超过平均

水平，且单集视频播完率也接近甚至超过头部网剧、网综和网络电影。实际上，这也是整个戏

曲网络视频内容的特征。

换句话说，观看全本传统戏曲的大部分用户，有较为宽裕的时间，可以随时、长时间登陆

视频APP。我们认为，这是中老年用户的典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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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类APP使用时长

搜狐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优酷

31分钟

28分钟

21分钟
20分钟

根据第三方机构的视频 APP用户行为调

查，视频 APP 停留时长一般在 20 到 30 分钟

之间，这还包括浏览首页等信息、检索、选择

等多种行为。

而根据移动大数据服务商QuestMobile发

布《2016 年度APP用户粘性百强榜》，2016 年

12月，爱奇艺人均月度使用时长316 分钟，

腾讯视频295 分钟，乐视视频294 分钟，爱

奇艺视频274 分钟，暴风影音235 分钟，优

酷视频233 分钟，搜狐视频218 分钟，土豆

视频175 分钟。

就以上比较而言，相当一部分传统戏曲用户并非视频APP的主流用户。根据此前的多种调查，

网络视频用户呈现年轻化的态势，主要集中在10-39岁之间，占比达80%；其中10-19岁人群

最多，占32.6%；20-29岁、30-39岁人群占比均在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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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在三大互联网视频平台形式分布

在本项目统计中，“传统唱段”是指比较典型的传统戏曲演唱形式，具备服装、道具、场景等，

包括全本、片段以及电视戏曲、电影戏曲等。自唱，是指视频内容为非专业演员带有自拍性质的

演唱。其他，是指综合晚会、戏曲小品、戏曲动画、公开课等场合，不带妆的表演等。

就不同平台的差异特点而言，该统计与上一项“时长”基本契合，因为自唱和其他形式时长

相对较短。

总体而言，“原汁原味”仍然是用户选择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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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中的中国戏曲

传统戏曲在三大互联网视频平台题材分布

当代题材

传统题材

23%

77%

当代题材

传统题材

16%

84%

当代题材

传统题材

22%

78%

爱奇艺 优酷腾讯

与上一项对应的是，传统题材也是用户的主要选择。抽样可以看到，用户自拍性质的视频几

乎都是经典唱段，反而是戏曲电影、舞台形式中有一定的当代题材。

18%

51%

1% 3%
5%

8%

8%

6%

爱奇艺

20%

42% 2%

5%

2%

17%

3%9%

优酷

评剧

曲剧

越剧

黄梅戏

秦腔

京剧

豫剧

其他

10%

26%

2% 7%

6%

11%

18%

20%

腾讯

传统戏曲在三大互联网视频平台剧种分布

就剧种而言，豫剧仍然一枝独秀，以超过50%的比例占据着传统戏曲视频最受欢迎的部分。

针对它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它在不同形式、不同题材上都占据领先位置，再次印证了它“网络最

热剧种”的地位。

实际上，在爱奇艺的最热剧种前10 名中，有8 个是豫剧，一个是沂蒙戏，一个是综合性

的中国戏曲介绍节目。

在前 30 名中，仅有2014 年由尚长荣主演的《霸王别姬》戏曲电影是京剧。

京剧在腾讯视频中的头部中数量稍多，《霸王别姬》更名列第一。但豫剧仍以4席占比最多。

相对而言，腾讯视频前10 名的剧种较为丰富，有 3 个是综合戏曲内容或戏曲动画。

当然，也需要考虑，《霸王别姬》会因为一部同名电影而引发搜索行为。

从优酷的“最热排名”看，六小龄童的《大圣归来》以211万流量高居榜首。在50万流量

以上的部分中，一共有5 个有戏曲内容的综艺宣传片，3 个戏曲小品、2个晚会戏曲联唱、6 个豫剧、

3 个黄梅戏、1个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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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对于互联网世界传统戏曲的研究中，我们将京剧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很少

将其与其他地方戏进行比较。因为网络对于京剧的关注，往往是基于将之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符

号之一，而非视为传统戏曲。

首先，在公众层面，人们对于京剧的搜索和应用的目的，远远不仅限于对一种戏曲内容的收

听和收看。这可以表现为，京剧作为传统文化乃至国家文化象征，应用于大量非戏曲场景，如

京剧形象的衍生品和宣传品。京剧也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词，从而承载了大量对于整个传统戏

曲的关注和搜索。

其次，在政府层面，对京剧的关注和扶持也远远超出了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戏曲种

类的范围，而是作为中国文化符号应用于大量官方应用场景，这是其他地方戏无论如何也无法相

比的。

因此，对京剧在互联网世界状况的研究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第一，必须将它与其他传

统文化符号乃至全球性的文化符号进行对比，才能对其在互联网世界的影响力进行有效评估；

第二，以收听、收看为目的的网络用户行为和平台研究，并不适用于京剧，而是应该扩散到更为

广阔的领域。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利用百度指数系统对京剧的互联网存在进行了简要分析。

作为国家文化符号的比较

此前，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对270 项中国文

化符号进行调查，得到最具代表性的前10 位是：汉语 (汉字)、孔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

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

我们就除毛泽东、邓小平之外的8 个项目以及豫剧、二人转、评书这三种关注度较高的戏

曲曲艺形式，与京剧的百度指数进行了比较，结果如下：

CHAPTER5

第五章



33

作为国家传统文化符号的京剧

名称 整体搜索指数 移动搜索指数

长城 19591 16572

故宫 8108 6041

评书 7730 6754

孔子 7374 5784

书法 4271 3261

兵马俑 4178 3287

二人转 4161 3512

五星红旗 3903 3074

京剧 3073 2079

豫剧 3032 2267

汉字 2948 2253

中医 2395 1656

取样时间：2017-08-24 至 2017-09-22

就以上结果可以看到，互联网世界中对于京剧的搜索和关注，在8大国家文化符号的排名

中位于后部，特别是移动搜索指数仅高于中医。

如果在传统艺术之间比较，排序为评书、二人转、京剧、豫剧（在移动端豫剧高于京剧），

且评书远高于另外三项。

京剧的互联网生存

为了进一步了解网络中对京剧的搜索和关注情况，我们利用百度指数系统进行了分析。根据

结果，网民对于京剧的关注，实际上主要来自“脸谱”、“京剧猫（动画片）”，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宗

主”、“白糖”，均是动画片《京剧猫》中的用词和角色。

实际上，如果没有这部自2016 年9月开播的动画片，京剧的百度指数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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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图谱提供中心词搜索需求分布信息，了解网民对信息的聚焦点和产品服务的痛点。比如

“化妆”的热门需求词包括“方法”、“产品”、“眼妆”等，这说明网民在搜索化妆前后的相关关注

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豫剧以收听、收看为主的需求图谱，与京剧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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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愿景如何

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戏曲，一般认为自宋代始，期间经历元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

方戏三次高潮。然而回溯800 年历史，实际上这三次被称为“各树一帜”的高峰，无一不是对前

人的改革与改造。

就历史规律看，前一次高峰后期，戏曲往往因故逐渐走向僵化，表现为对新的社会、经济

环境，特别是大众审美要求的不适应，而新的戏曲形式同时自民间勃兴。

这个过程出现在元末，就是北戏南迁后的衰败以及弋阳、昆山、余姚、海盐四大南戏声腔

的兴起。到今天，元杂剧已无任何形式的演出，只能在历史档案和壁画塑像中寻找曾经的辉煌。

以弋阳腔、昆山腔为代表的明清传奇，又在清初走向僵化，以“京腔”为最后的华彩，最终

落败于“花雅之争”，使中国传统戏曲迎来了地方戏的新高峰。

虽然我们不确定是否可以用“颠覆”来形容这些改变，但就戏曲的汰变常常名之以“争”来看，

其冲突和变革显然十分激烈。

这三次变化与变革，其共同点都是：新的社会变化、经济发展自下而上促发了新的戏曲形

式，这主要是指明初、清初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城市经济的兴起以及商业贸易的繁盛。而

今天中国也处于此种状态。

但无论如何变化，传统戏曲仍保留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从而使元杂剧、明清传奇、地

方戏均熔于一炉。例如败于“乱弹”之后，昆山腔不仅贡献于京剧，更成为地方戏中的一员，而

以昆曲延续至今。

这与中国文化的延续与演进十分相似，佐证了“四大文明古国”中仅有中华文明不曾中辍说法。

但是，传统戏曲的这种生生不息，来自于当时文化产品供应的单调稀缺。实际上，中国戏

曲最早是以“百戏”的姿态，吸纳杂技、魔术、舞蹈、歌曲、游戏等多种形式而诞生，最终保

持了唱、念、做、打等多种艺术技艺。或者说，一门传统戏曲，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形式的集

大成者，从而满足了人们最广泛的文化需求。

因而，虽然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程度剧烈变化甚至波动，但戏曲仍能不断蜕变、重生，延

续至今。三次高峰的变革，实际是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受众需求推动下，最为主流的艺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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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变革策略，而即使不变，人们一时也无其他更好选择。因此无论中间多少曲折迂回，戏曲

终究还是以更受群众喜欢的形式革新并得以延续。

同理，这既是上世纪80 年代初期戏曲新生、百花齐放的原因之一，也是1949 年后传统戏

曲历经改造而仍然深受群众欢迎的原因。

而在今天，前所未有的变化已经发生：外来文化强势涌入，多种艺术形式和文化休闲形式

争抢用户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以地方戏大面积消失为表征，中国传统戏曲实际上走到了真正的

“生死存亡”关口。毕竟，人们对于戏曲变革、催生创新的要求，早已不像几百年前戏曲一家独大、

统领文化市场时那么强烈，因为他们有更多、更好、更容易获得、更愿意迎合受众需要的选择。

由是，正如《互联网世界的传统戏曲文化图景》所描述的，传统戏曲正在走向更严重的弱

势境地，但那些更符合当下人们审美口味的剧种和剧目却在一片困境中显得生机勃勃。

需要提到的是，众所周知，戏曲在广播、电影、电视这三种媒介兴起并进而主宰人们生活

的时候，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结合和借势。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网络音频、网络视频是广播、

影视的年轻化、碎片化、即时化。而互联网平台的竞争更加复杂、激烈、公平，虽也受到资本

等其他力量的影响，却以用户口味为最终导向。这对于戏曲革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然，作为业外研究者，我们也注意到，当下戏曲界占据主流的观点之一是对于“原汁原味”

的追求以及延续传统、保持程式化的倾向。我们也认为，“博物馆戏曲”确实可能是中国戏曲、

特别是一些地方戏未来的生存状态。

的确，过去数十年间传统戏曲的散失十分严重。但是，回到当年地方戏萌发并百花齐放的

历史现场，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否还与今日相同？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回事，还原一个以方言为主，各地文化、审美差异巨大的社会环境，

则是另一回事。

一些地方戏应该以“原汁原味”为归宿，为我们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大国留下珍贵的“化石”。

而是否应该有另外一些剧种，承担“继承”之外“发展”的重任，使戏曲仍然活跃于民众的日常生活，

在为我们带来娱乐体验的同时，成为我们不忘祖先、奠定自信的支撑？

在当下文化领域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实际上并不存在从容继承、而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毕竟，对于中国戏曲而言，当下也到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