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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与新国漫“组CP”
老“IP”焕发新活力

相声“云直播”，传统曲艺正尝试破局
时隔近 7个月后，日前，包括嘻

哈包袱铺、德云社等相声演出团体

陆续恢复演出。

回望停演期间，许多相声团体和

演员选择在线直播。有的团队明知直

播不挣钱，也要尝试，也有些团体拒

绝网络直播表演相声。对于“云直播”

这种流行的传播方式，相声到底应该

拒绝还是接受？随着舞台演出的恢

复，“云直播”与相声是否就此分道扬

镳？为此，笔者进行了调查。

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将相声重新

引进茶馆的天津名流茶馆至今已运

营了 30年时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下，它换了个“活法儿”。名流茶

馆总经理于承艳介绍，疫情发生后，

名流茶馆在天津新华路、古文化街、

多伦道的三家店及与津湾大剧院合

作的小剧场均处于线下停演状态。

“我们名流茶馆有相声演员 60

多人，加上后勤人员一共 100 位员

工。线下停演直接影响到我们员工

的生计问题，平均一个茶馆就损失

了 60 多万元。为了让员工有口饭

吃，我们选择了自救——网络云直

播。”于承艳说道。

她透露说，名流不仅在抖音上

开通了云直播，每天推送相声曲艺

段子小视频，还借助北方演艺集团

的网络平台搞云直播，“从春节到现

在，我们搞了近 30 场网络云直播。

我们这里没有大腕流量明星，有的

只是靠名流茶馆 30 年来积聚的品

牌效应来吸引观众粉丝关注我们的

线上云直播节目，不求能赚多少钱，

只求观众不要忘记我们。”

于承艳还坦言，为鼓励名流茶馆

的演员们能够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名

流给每位演员每月发放1650元的云

直播绩效补助。就这样，演员们在云

直播平台上不仅说相声，也与粉丝聊

天，讲述自己的曲艺从业之路，还有

这个行业的许多暖心故事。

同样是受疫情影响，一直处于

停演状态的北京嘻哈包袱铺线下演

出营收为零。班主、相声演员高晓攀

表示，为了止损，他们在今年4月底

选择了对 10 月合同到期的交道口

剧场提前解约。

告别了交道口剧场，嘻哈包袱

铺通过网络云直播来自救。

值得一提的是，当国内其它相

声社团在疫情发生后纷纷转型通过

网络云直播自救时，德云社却拒绝

做相声网络云直播。

对此，在最近播出的节目里，相

声演员岳云鹏提问郭德纲，好多网

络都找德云社做开箱直播，为什么

不做呢？郭德纲认为，唱京剧可以云

直播，没有观众鼓掌也行，但是相声

是需要与观众互动的。那么，真正在

线上做相声云直播的相声演员又保

持着怎样的状态呢？谢洪利是名流

茶馆的一位青年相声演员。在名流

茶馆 5 月 9 日于抖音平台上发布的

一段短视频中，他唱了一段太平歌

词《白蛇传》，视频中，他一边打着快

板一边做出兰花指的手势唱道：“西

湖美景三月天呐，春雨如酒柳如烟

呐……”引来数百位粉丝的点赞，还

有几十条跟帖留言。

对此，谢洪利也有着自己的困

惑，“在剧场里演出，我有时唱太平

歌词，台下观众也会随声附和，跟着

唱起来，气氛很好调动。但是网络云

直播效果却差很多，隔着手机屏幕，

你无法及时发现观众的笑点在哪

里，弹幕存在时差，我们无法及时看

到，这样我们相声演员就很被动，要

想办法去揣摩观众的心理。”

对于谢洪利的困惑，西安相声新

势力主力演员卢鑫也感同身受。相声

云直播仿佛是一种新的形式，新的体

验，但是这种体验感并不会特别好，

所以这仅仅是在疫情发生后无奈的

一种演出和收益方式，缺少线下演出

里那些直接的互动和体验感。

于承艳则进一步表示，相声这样

一种铺平垫稳的说学逗唱艺术形式

只适合在茶馆、小剧场里演出。“在茶

馆里，相声演员才能更好地与观众互

动，比如，他在台上甩出去的‘包袱’，

可以及时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鼓掌，

收到这种回馈后，演员更加有动力甩

更好的包袱。有时，茶馆里的观众还

会接茬儿、起哄儿，话赶话地与演员

一起互动，这种欢快幽默的氛围是很

难隔着屏幕感受到的。”

对于上述相声演员的云直播生

存状态，曲艺史论研究者张颖告诉笔

者，他所了解到的相声演员云直播，

收益大多不如线下演出挣得多。据张

颖观察，如今恢复演出后，大多数相

声演员宁肯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城

市去外地演出，也不再做网络直播

了。这种现象说明很多相声演员还没

有找到网络直播“变现”的渠道。

在张颖看来，归根结底是该行

业从业人员还没有真正跟上时代的

步伐，没有创作出符合当下互联网

时代的新作品，非不愿也，而实不能

也。“本来相声就是随着时代变化而

变化得最为明显的一个曲艺形式，

用群众的语言就是‘带给观众的刺

激少’，同样是坐在屏幕前，电影、电

视剧、综艺真人秀都比相声这种舞

台表演的艺术带给观众的刺激多。”

张颖说。

谢洪利则认为，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文艺节

目会通过网络云直播面向网友和粉

丝，这是大势所趋。但是就相声艺术

而言，他表示，小剧场演出+网络云

直播同步进行的效果会更好。“这样

有观众在台下观看演出，我们在台

上甩出的‘包袱’到底响不响，观众

爱不爱听，能通过观众的掌声和喝

彩声及时地反馈到我们这里，我们

据此可以从容应对。而网络云直播

则将起到引流和扩大节目影响力的

作用。”

谢洪利还观察到，近年来一些

脱 口 秀 演 员 的 表 演 在 网 上 特 别

“火”，他希望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一

些东西，来推动相声行业适应互联

网时代向前发展；于承艳则表示，随

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名流茶馆的

三家店面在 8 月份已恢复线下演

出，上座率也从30%恢复到了60%，

她希望继续将网络云直播做下去，

帮助名流茶馆吸引更多的观众，拓

展更优质的资源；而在卢鑫看来，在

当下互通互联的信息时代，既要从

传统曲艺里继承优良的基因来做好

传统产业，也要线下走进来、线上走

出去。

（《北京青年报》张恩杰）

经典黄梅戏剧目《女驸马》同

名国风漫画作品不久前宣布在哔

哩哔哩漫画、快看漫画、腾讯动漫、

爱奇艺漫画、漫画岛、新漫画等平

台同步上线。黄梅戏与新国漫组起

了“CP”（搭档），一下子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

《女驸马》是中国戏剧家协会

副主席、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

芬的代表作之一，故事诙谐幽默，

富 有 传 奇 色 彩 。1959 年 ，《女 驸

马》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安徽

电影制片厂携手搬上银幕，20 世

纪 80 年代，《女驸马》还被拍摄为

戏曲电视剧。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女驸马》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女

主戏”，呈现了一段女性成长励志

传奇。其中，女扮男装冒名赶考、

偶中状元误招东床、洞房化险为

夷等情节，与时下流行的网络穿

越题材小说异曲同工。

从这个角度而言，选中《女驸

马》这个 IP 开发动漫，颇具当代战

略眼光。从媒体报道来看，开发方

为这个 IP 设计的产业链路径已经

形成了成套战略。上海城市动漫出

版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鹏程谈

到，除了黄梅戏与《女驸马》本身的

知名度，韩再芬有自己的剧团，可

以线下演出。在双方的合作计划

中，国风动漫是第一步，国风音乐、

文创研发、短视频等领域将陆续涉

足。这条产业链包括作品售卖、演

出输出、漫画版权授权，以及与当

地旅游资源结合的文旅产品，天地

广阔。由《女驸马》国风漫画所衍生

的微信、QQ表情，以及戏曲漫画周

边玩偶等有望在短期内面世，改编

影视作品也已提上日程。

人们说到新，往往会使用一个

词——“潮”，所谓“后浪”，就是一

代“潮”过一代。作为《女驸马》的灵

魂人物，韩再芬说，戏曲传承要与

时代精神结合，借助流行文化元素

及现代科技手段，让大家知道戏

曲+漫画，原来可以这么“潮”。

近年来，戏曲和动漫的结合正

在逐渐成为一股潮流。以昆曲为创

作支点的动画片《粉墨宝贝》在

2012 年法国戛纳秋季动漫节上播

出了3分钟的3D动画样片，获得好

评如潮。《粉墨宝贝》之前，上海炫

动卡通出品的动画片《京剧猫》巧

妙地引入了京剧元素，京剧中的武

生、青衣、小生、花旦、刀马旦等，都

能找到对应的猫咪形象，唱、念、

做、打、手、眼、身、步等戏曲名词也

在动画片里变得鲜活起来。2015

年，百集京剧名家名段水墨动画片

《水墨京韵》在上海发布，《甘露寺》

《贵妃醉酒》《空城计》《锁麟囊》《铡

美案》等25部京剧水墨动画片宣布

完成制作……

戏曲+动漫，不仅是潮流，也能

找到创作上的源头。中国第一部动

画长片《铁扇公主》和之后的《骄傲

的将军》《大闹天宫》等，在造型、动

作、音乐上都能看到戏曲的影子；

戏曲连环画更曾是连环画创作的一

大主题。在呼唤传统文化浸润日常

生活的今天，戏曲与动漫的结合，

目标瞄准的是新一代受众。动漫对

年轻一代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对很

多“80 后”“90 后”来说，动漫不仅

是童年记忆，更是当下文化消费的

一大热门。

在黄梅戏与新国漫“组 CP”的

过程中，韩再芬的这段话值得注

意。她提出：“这不是新的帮助老

的，不是谁改造谁，而是彼此发现

价值、发掘新元素，彼此成就。”演

奏动漫、游戏主题曲“火出圈”的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也表达过类似

观点：“新的未必就比老的好。但

老的好在哪里？要让大家能懂。怎

么把古老的变成现代的？的确要

动脑子。”

戏曲动漫，并非戏曲和动漫的

简单叠加，而是开拓性的艺术创

造。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戏曲与动

漫“联姻”，不是简单地为“潮”文化

贴上传统文化的标签。要真正生产

出对年轻一代的文化吸附力，便要

具备更有深度的融合表达，不光是

“组CP”，更是要“动脑子”地组。

（《解放日报》岳越）

前不久，一则农

民工在工地上手捧两

块红砖朗诵《再别康

桥》的短视频，引发了

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讨

论。富有磁性的嗓音，

抑扬顿挫的播音腔，

虽然有些字发音并不

准，但这位农民工还

是惊叹了无数网友。

这位被称作“工

地徐志摩”的农民工

名叫李小刚，是一位

工地装载机司机。工

地工人是公认的当下

最辛苦的工种之一，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危

险性，但在工地上打

拼多年的李小刚依然

对生活充满热爱，对

自己喜爱的朗诵充满

兴 趣 ，他 让 我 们 看

到 ，那 些 优 美 的 诗

歌，不仅可以是文艺

青年的生活佐料，也

可以是工地工人的志

趣向往。

李小刚走红后，

媒体对他纷纷进行报

道 。他 在 采 访 中 透

露，自己在 2019 年接

触到短视频平台后，

以工地生活为主题发

了几条短视频，得到

了一些粉丝关注。后

来，他又突发奇想，“把自己在工

地上读诗的样子发到网上，会不会

引起大家的兴趣？”就这样，《将进

酒》《再别康桥》《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等工地版诗朗读作品登上了

“小荧幕”。

其 实 ，李 小 刚 这 位 面 庞 黝 黑

而沧桑的“大叔”只有 35 岁，是标

准 的“80 后 ”。如 今 ，李 小 刚 在 某

短视频平台上已经拥有近 30 万粉

丝。他说，对于未来，他没有想得

太多，唯一的愿望就是不和诗歌

朗诵分开，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

的朋友。

这又让人蓦然想起，在东莞图

书馆看书 12 年的湖北农民工吴桂

春，也许他们在物质上不算富足，

但是在精神上，他们从没有放弃对

理想与爱好的追寻。

事实上，在李小刚之前，一些

短视频平台上曾出现过很多农民

工的各种励志生活片段……他们

大多一闪而过，然后重新回到自己

的日常生活。但正是这些人让我们

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们不仅有

着顽强的生命力，还心怀纯真与希

望。这就是真实的社会，这就是普

通大众的生活，平凡中不断奋斗，

暗淡中闪烁光亮。

借助互联网技术，“李小刚”们

不仅是在分享自己对一些诗歌的

朗读，更是在分享一种普通人的生

活态度。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输

出自己的形象，也应有被听见、被

看到，进而被理解、被鼓励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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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全国旅游标准化
试点单位实地
验收工作启动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出

《关于开展第四批全国旅游标准化试

点单位实地验收工作的通知》（简称

《通知》）。

《通知》明确，文化和旅游部定于

9 月至 10 月开展第四批全国旅游标

准化试点单位实地验收工作。文化和

旅游部科技教育司负责该项工作的

总体组织和协调，具体工作委托文化

和旅游部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全国

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

单位）实施。验收对象为河北秦皇岛

市、西藏拉萨市等通过材料评审的28

家试点单位。

《通知》要求，各试点单位须提供

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等关键领域

的实地验收点及简介材料，须不少于

5 种业态、不少于 15 家单位。专家组

以实地考察、材料审验、随机访谈、重

点询问、现场打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实地验收，并对照《全国旅游标准化

试点地区工作标准》逐项打分，打分

结果和验收报告直接报科技教育司，

现场不反馈结果。根据疫情防控和中

央为基层减负的要求，验收工作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优化流程、减少人员

聚集，不召开情况介绍会、现场反馈

会等，也不在验收单位组织召开座

谈、经验交流等会议。

（《中国文化报》文旅）

成都青羊区
征集文创创意短视频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由成都市

青羊区委统战部、青羊区委宣传部、

青羊区工商联和青羊区民营经济工

作领导小组主办的“同心共建·文博

青羊”短视频大赛活动日前正式开

启线上报名通道，面向社会征集能

够体现文博青羊独特魅力的创意文

创作品。

活动承办方青羊区文创产业商

会会长刘龙飞表示，“参赛作品不限

数量，在围绕大赛主题、弘扬正能量

的基础上，创作形式、风格不限。可以

是动漫、真人说唱视频等，也可以是

体现宽窄巷子、金沙遗址等青羊标志

性地标的创意作品。”据了解，大赛将

在 10 月下旬进入作品评选阶段，11

月将评选出最终获奖者。“希望通过

这次活动展示青羊文创产业，推动青

羊文创优质内容输出，更好地推动青

羊文化发展。”刘龙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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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山身边过 归心已满舟 汤青 摄

经营 不求挣钱
只求品牌能够延续

效果 不如舞台
缺少观众直接反馈

趋势 两端结合
剧场+云直播效果更好

成都熊猫基地举办
首期“我们的画室”
创意工坊优秀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近日，成都

大熊猫基地熊猫国际艺术中心首期

“我们的画室”青年大学生创意工坊

作品展正式对外展出。本次大学生创

意工坊优秀作品展以“爱成都、迎大

运”为主体，以“青年、青春、创意、体

育”为主题，结合大熊猫元素进行创

作，用充满独特新奇的思路和浓厚的

成都风味来表达大学生对大运会、对

大熊猫的热爱与见解。

据悉，首期参与“我们的画室”的

30名学员分别来自四川大学、四川传

媒学院、四川师范大学以及意大利佛

罗希诺内美术学院等多所高校的艺

术专业类学生，他们用专业的技能、

独特的视角和充分的艺术表现力绘

制出了各具特色的作品。

记者了解到，“我们的画室”成立

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是国内外青年

大学生们共同的画室。接下来，“我们

的画室”创意工坊还将继续开展相关

活动，为迎大运、爱熊猫创造出更多

精美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