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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
观察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的空间，也作为一种新的
文化形态受到关切，这几年之间，它从一种新的互联网形态渐
渐成为整个互联网最流行的形态和重要的产业，直播带货的从
业者，也由原来就是从直播带货中涌现的网红，到今天从影视
演艺明星到各行业的名人。在疫情出现之后，这个产业的发展
更呈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

直播带货看起来和传统电视购物有相当的相似性，都是在
直接卖力地营销商品，商品的展示和介绍的环节等等也和电视
购物相似。但经过了互联网平台的放大，原来在电视文化的边
缘的电视购物的形态，现在在互联网上变成了社会的主流，似
乎已经登堂入室，成为了一种主流的文化。过去的电视形态或
传统的互联网形态中，和具体商品相联系的主要是广告，电视
等媒介的运营和传统的互联网模式，都是依赖于和商品并无直
接联系的“内容”而存在的，无论是新闻、综艺节目或电视剧
等，广告都是其周边的存在，即使是电视剧电影等植入剧情的
广告，也是依附于“内容”存在的。电视购物从来也不是电视
生态的主流，内容的存在是核心，也是吸引广告的必要条件，
电视购物在电视文化中的边缘性就是最好的证明。互联网上前
些年开始风靡的直播，也是以表演或聊天等“内容”的呈现为
中心的，并没有直接的“带货”，通过打赏得到的费用，其实
也是观看者对于“内容”的认可或赞许的表示。这些都和商品
并不直接相关。

但到了现在直播带货之中，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直
播就是和商品紧密连接的，就是直接推销商品本身，这却成为
了互联网上的一种主流的文化形态，原来在电视或互联网中的
其他内容，现在在“带货”直播中也还存在，变成了附着在商
品之下的展开，主播在聊天中也涉及很多其他的内容，也有一
些和互联网上的直播相似的环节，但都是围绕着一件件的商品
的具体的推介而存在的。

在这里，推介商品已经不仅仅是关键的环节，而且就是
“内容”所在。现在已经成为超级网红的薇娅、李佳琪等，以
及现在介入直播的明星或像罗永浩这样的名人，他们对于商品
的推介本身就是他们所展开的“内容”，而这种“内容”就成
为网上的粉丝们所欣赏或着迷的所在。一方面这里的商品的购
买是购买商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其中所欣赏的“内容”买
单。商品在这里不再仅仅是一件商品，而是和这些超级网红的
魅力相关的“内容”，因此，在直播中购买商品其实就是和这
些超级网红互动，也是在买商品的同时，类似于“打赏”的对
于这些带货者和他们所展示的“内容”的肯定，也就是购买商
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于“带货者”的赞许。在这里，“内
容”已经抽掉了另外的具体性，仅仅就是商品本身。过去我们
经常认识到广告对于“内容”的影响和作用，认识到内容被广
告所制约和主导的现实。这经常是文化反思或探究的主题。但
现在出现了“内容”本身就是商品，而这成为了互联网文化的
主流的新现象。

而这和当下互联网所具有的高度的基于社交的“互动性”
有紧密的关联，带货直播始终是在一种具有社交性质的“互
动”中进行的，带货的明星或网红，通过带货者的介绍和观看
者随时互动，打成一片，随问随答，即时反应，形成了一种高
度的“现场感”，这其实是电视购物等传统形式不能企及的。
一方面，从直播带货崛起的网红经过了这种“现场”的展现积
累了巨大的人气，已经具有了极大的吸引力。看薇娅或李佳琪
本身就是“内容”。另一方面，原来就熟悉的明星或各行各业
的名人等都是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他们的形象本身就是焦点，
转移到直播带货中更增加了吸引力。甚至一些为地方农产品等
参与直播的地方政府的干部等，也有由于自身身份的特殊性造
成的影响力。当然一些仅仅介绍商品的，不具影响力的直播带
货也大量存在，但它们也从不会吸引公众的注意。这一切使得
商品本身就是互动的对象，由此引发了观看者进入其中，商品
好像就是“活”在互动之中的，形成了“内容”。这种状态构
成了直播带货所具有的魅力所在。直播带货的一些商品被王海
质疑，确实是质疑到了关键的点上，直播带货本身所具有的人
气，并不来自商品本身，而是和商品相关的带货者，这其实是
直播带货的关键状况，消费者购买的行为起码有一部分具有类
似于直播的“打赏”，为观看和互动本身付费的含义，因此商
品在这里成了连接和互动的桥梁而非商品本身。直播带货因此
也是一种文化消费，购买商品就是为了带货者对于“商品”的
展示。这似乎是一种悖论：商品一方面被直播者推介为非常有
价值，非常划算的，另一方面，观看者的购买在很大程度上并
不基于这个理由，而是观看和互动本身。直播带货，“带”变
得非常重要，“货”反而是附加其中的东西。这其实是直播带
货的特质。

直播带货其实值得更多地关注
和探讨，它作为一种互联网形态的
发展的意义确实不容轻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大学教授）

直播带货
的意涵

张颐武

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100 年，也是戏曲发展的重要节点，请
谈谈百年来戏曲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刘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
中国现代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100年，包
括文化思潮：随着西风东渐，一个封闭的
封建制度体系，受到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化
强烈的冲击，使得中国社会、中国人进入
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和交集中。以戏曲为
代表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激进者猛烈的抨
击，认为戏曲是封建的、非人性的、毫无
美学价值的“遗形物”，需彻底抛弃。中
国共产党批判性地继承民族文化，延安时
期即重视平剧（京剧）、秦腔、眉户、山
西梆子、河北梆子的改革，毛泽东还为戏
曲改革团体延安平剧研究院书写了“推陈
出新”的题词。而使戏曲真正得到发展和传
承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新中国成
立伊始，即成立专门的研究和实验机构，确
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中央人
民政府1951年发布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
革工作的指示》，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戏曲
改革”。这一改革奠定了此后戏曲发展的新
格局和新面貌，戏曲成为真正的艺术，演员
成为真正的艺术家。70年来，戏曲依然是
人民群众所喜爱的重要的舞台艺术形式，
不仅出现了大批享有盛誉的艺术家，大量
优秀剧目，迄今仍存活有348个剧种，这是
百花齐放所结出的丰硕成果。而最艰巨和
最伟大的工作，在于对戏曲这一具有悠久
历史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的努力探索上，真正认识和掌握戏曲发展
规律，使戏曲具有长久的舞台生命力，这是
我们的最终目标任务。这同样是一件伟大
的事业。

记者：您如何看待戏曲艺术传承与发
展之间的关系？

刘祯：戏曲之所以在舞台上还那么生
动、热闹和鲜活，在于面对社会时代迅猛
发展及科技信息的日新月异，我们很好地
处理了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戏曲扎根
于民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经历了逾越
千年的历史演进，作为综合舞台艺术它具
有深厚的艺术积淀，历朝历代不断递嬗变
化，但脚色行当、表演程式和音乐节奏臻
于完备，自成一体。

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时代，新的意识
形态发展，势必对戏曲有新的要求，所
以，传承与发展是戏曲最重要的命题。

“推陈出新”方针的确立，是基于中国戏
曲发展历史和时代社会发展新需求的必然
选择，我们遵循了这一方针，使得当代中
国戏曲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

传承与发展是一个事物的两端，是辩
证统一的，是否做到辩证统一，则是考验
我们做好做不好的试金石。从70年的实
践来看，相对地会更强调“发展”问题，
急于求成，更快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也走
过弯路。而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
展和实施，无疑是戏曲“传承”的艺术回
归，是一种探讨戏曲发展规律的宏观校
正。经过 70 年来戏曲“传承”与“发
展”的左右兼顾，特别是进入非物质文化
艺术保护时期，对21世纪戏曲的命运极
其重要，戏曲既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也是面向现实生活的当代艺术，看不到戏
曲的这两个方面，执其一端，恐怕就不能
真正认识戏曲的使命担当。“非遗”保护

对全面理解和认识戏曲传承和发展的辩
证关系，让戏曲回归本体，重新检视戏
曲的本质和精神，都是十分重要的。

鉴于戏曲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传
承”的忽略和本体的流失，提倡和强调
传承无疑是刻不容缓的，但也不能走向
故步自封，胶柱鼓瑟，如对有的剧种如
某些人所计较的一字一腔都不能动；或
如有的人提倡“现代戏曲”，过于急功近
利，对戏曲传承的漠视，要去程式化，
视戏曲本体和精神的可有可无。当下，
看似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已经解决，而事
实上进入了更为激烈的论争中，这其中
有理论的分野，也多情绪的难以抑制。
伴随戏曲现代戏创作和戏曲现代化过
程，这种事实上的传承与发展问题会以
各种方式和论题出现。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创
作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
心。戏曲艺术在今天，如何做到与时代
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

刘祯：从历史上看，戏曲有两个鲜
明的特征，一、它是大众艺术，戏曲源
于民间，也始终服务于大众；二、它是
与时俱进的艺术，“文变染乎世情”，在
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虽屡有递嬗变
化，但唱念做打具备的戏曲始终挺立潮
头，引领时代风尚。戏曲之发展至今日，时

代环境与观众百姓审美需求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如何做到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
心，确实是广大戏曲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和
使命。应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戏曲工作
者具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由党对
戏曲功能、地位的认识所决定的，故而能够
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进入21世纪，时代
发展的步伐，特别是科技信息的爆炸式推
进，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包括审美思
维、审美方式产生前所未有之冲击，更趋
多元多样。

面对时代如此深刻的变革，戏曲传承
无疑是DNA基因的保持，是前提，同时
从思想内容追求表达到舞台艺术呈现都不
能停留和满足于已有的定式定理，当代戏
曲是一部不断探索和发展的历史，承载了
戏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追求。相对于其
他艺术门类，无疑戏曲所面临的更为艰
难，它不仅是一种传统的得以传承，而且
还负有随时代变化戏曲的现代转型，“三
并举”剧目政策中，现代戏创作的提倡，
最终指向的应该是戏曲在21世纪信息科
技时代的华丽转身，使得诞生和流行于农
业文明的综合艺术实现信息科技时代文化
的再生和发展，如同凤凰涅槃，从内容到
形式烙有戏曲程式鲜明的印记，是戏剧大
家庭独一无二的成员。这是戏曲最艰巨的
变革，它是戏曲整体性和时代性的变革，
实现了这一变革目标，戏曲的命运将得到
根本性改变，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
一种时代艺术和鲜活的艺术。

新中国真正使戏曲走向文化自觉，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戏曲传承与改革，也是文
化担当和文化自信的表现，戏曲改革在每
一时期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实现戏曲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还在攻坚克难的
路上。70年的实践和积累，使我们有充分
的理由相信，戏曲属于未来。恐怕世界上
也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党对一种传统艺
术，如同中国共产党对戏曲及其他传统艺
术表现出这样一种重视和敬畏，传承之、
改革之、发展之，使之成为当代的艺术。
从创作上看，现实题材作品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脱
贫攻坚、红色革命题材选择成为戏曲人的

自觉和共同心愿，这些创作积极反映现实
生活，站在时代和艺术创作的前沿，拉近
了戏曲与百姓的关系，看到了戏曲所具有
的能力和魅力，戏曲作为最为大众所喜闻
乐见艺术的影响和地位没有改变。

记者：我们知道，梅兰芳先生对京剧
艺术做了许多成功的改革创新，引领了当
时的时代潮流，您作为梅兰芳纪念馆馆
长，对此有着深入的了解。能否请您谈谈
梅兰芳当年对京剧艺术做了哪些成功的变
革？创排了哪些成功的剧目？这些改革都
涉及京剧的哪些方面？这些变革给戏曲发
展以怎样的启示？我们今天是否还能够沿
袭他的改革创新？

刘祯：这100年戏曲跌宕起伏所经历
的，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大变动。以京剧
来说，这100年也是京剧走向鼎盛进而不
断探索、改革的时代，剧目繁多，流派纷
呈，名家辈出，京剧地位得以进一步彰
显。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梅
兰芳。梅兰芳所以成为20世纪一代戏曲
大师，彪炳史册，是因为梅兰芳顺应时代
发展变化，在京剧传承与革新方面做出了
积极的努力。他出身梨园世家，祖父是大
名鼎鼎的京剧演员梅巧玲，父亲梅竹芬也
是京剧演员，伯父梅雨田是京剧著名琴
师，梅兰芳从小受到系统的京剧、昆曲培
养，10岁登台演出，19岁时已经享誉南

北。梅兰芳不仅学习刻苦，而且聪慧，有
思想。

我们知道，戏曲题材多为历史故事，
中国人的历史知识很大程度
上也是藉戏曲演出而获得
的，这是中国戏曲的一大传
统。梅兰芳所处的时代，经
历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国门洞
开，清王朝覆灭，社会急剧动
荡变化，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也
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他敏锐
地看到了这一点，开始了时装
新戏的策划，他“觉得我们唱
的老戏，都是取材于古代的史
实。虽然有些戏的内容是有教
育意义的，观众看了，也能多
少起一点作用。可是，如果直
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成新
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
收效或许比老戏更大。”（梅兰
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从策划
到剧目的选择都是梅兰芳亲

自操持的，也与他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受到海
派文化影响有关，才有了《孽海波澜》《宦海潮》
《邓霞姑》《一缕麻》《童女斩蛇》等系列时装新
戏，上演后受到观众好评。

他的古装新戏更侧重于艺术形式的改
革，从1915年起，梅兰芳陆续编演了《天女散
花》《西施》《嫦娥奔月》《洛神》《麻姑献寿》等
14出古装新戏，它们取材于神话传说与历史
故事，从传统文化、形象图案汲取资源，对传
统旦角的扮相，主要是从头面与服饰，到唱腔
身段进行了全方位革新，也包括对舞台布景
与灯光的考量运用，而唯美为其革新所依据
的重要标准，它是旦角的一次解放和升华。他
在《嫦娥奔月》中创造的“花镰舞”、《天女散花》
中的“长绸舞”、《麻姑献寿》中的“盘舞”、《上元
夫人》中的“云帚舞”、《红线盗盒》中的“拂尘
舞”、《霸王别姬》中的“双剑舞”、《西施》中的

“羽舞”等，都打上了梅兰芳表演独特的个性
符号，也将京剧旦角表演艺术推到新的阶段。

传统戏中他对《贵妃醉酒》《宇宙锋》的加
工、提炼，尤其是对女主角人物性格和心理的
理解、把握和处理，都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经典
事例。梅兰芳旦角表演，融合青衣、刀马旦和
花旦于一体，改变了青衣只重唱功，忽视身段
表演的传统，即“抱肚子”的旧习，唱做并重，
载歌载舞，舞台面貌为之一新。梅兰芳的京剧
革新是全方位的，包括剧目、表演、唱腔音乐、
化妆服饰和布景等等，系统的改革，这是他成
为20世纪戏曲杰出代表人物的成就所在。

梅兰芳舞台实践是我们宝贵的经验财
富，他的时装新戏创作是当代现代戏的先声。
他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许多认识和经验，
特别是在传承与改革问题上、现代戏创作上
的体悟和文章，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梅
兰芳认为“创造现代人物形象，也必须继承传
统”（《运用传统技巧刻划现代人物——从〈梁
秋燕〉谈到现代戏的表演》），关于提倡现代戏
与传统戏的关系，梅兰芳认为“把现代戏演好
了，对原有的传统戏不但不会降低其艺术水
平，同时更能用新的观点、新的艺术水平，把
我们的优秀传统剧目带动得更精彩，不仅单
纯的产生古为今用的作用，同时还能把古的
东西加上新的光彩。”（梅兰芳《一定要下苦工
演好现代戏——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
闭幕式上的讲话》），这种认识不仅辩证，而且
颇具现代意识。

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梅兰芳“移步
不换形”提出，是一位有思考的舞台艺术家几
十年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对它的解读一定要
客观、准确。今天它也成为了我们一笔可贵的
文化遗产，相信对它的真正理解和吸收，会对
未来戏曲如何传承与改革具有积极和重要的
意义。戏曲今天的改革创新已经比梅兰芳时
代向前迈出了很多步，这是毋庸讳言的，但
我们面临和需要攻克的问题难度硬度也是显
而易见的，在戏曲改革发展前进的道路上，
一切有益的实践、探索、经验和思想都是我
们进取的资源，会汇聚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强国的戏曲力量。

戏曲传承与改革的思考
——梅兰芳纪念馆馆长、著名戏曲理论家刘祯访谈

本报记者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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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安国夫人》，董圆圆 （中） 饰演梁红玉。 刘祯 摄

刘祯

梅兰芳在苏联拍摄《虹霓关》电影片断，导演为爱林斯坦 （中）。
图片由梅兰芳纪念馆提供

京剧《廉吏于成龙》，前排左一为尚长荣。
刘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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