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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演员的网络“票房”

甄淑梭火了。
她 1 月 27 日在抖音上发布的一条视

频，截至 3月 31日，超过了千万浏览量，获
得了 142万的点赞和 7万多条留言，“一夜
之间”暴涨了几万粉丝，粉丝量在 2月 7日
就已突破了100万。

这条视频是在甄淑梭爱人的老家曲阳
县马羊村拍摄的。甄淑梭穿着农村常见的
花格子围裙，扎着马尾辫，舞着一根一头还
在冒烟的烧火棍。她身旁的露天灶台上蒸
气缭绕，这根道具烧火棍就是从灶台的柴
火中随手抽来的。小碗粗的烧火棍在她的
手上、肩上、背上就像粘住了一样上下翻
飞，娴熟又流畅。

“当时全家正在院里炖肉，有人说来一
段，我说来一段就来一段。也没称手的家
伙什，就抽了根烧火棍耍了一段，没想到一
下子就火了。”甄淑梭大笑着解释，她表演
的其实是戏曲中刀马旦耍枪的基本功。

甄淑梭是一名京剧武旦演员，最初学
的是河北梆子。1994年，她和爱人远赴温
州，改攻京剧刀马旦。

2019 年，甄淑梭在儿子的建议下，开
始录制抖音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在一家剧
团后台录制的打出手片段，这段清晰度不
高、画面嘈杂的视频，虽然也获得了 14 万
之高的点赞，但并没有成为爆款。

此后，甄淑梭在演出之余，先后拍了
300 多条练习、演出的武打片段发到网
上。到了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演出逐
渐减少，甄淑梭也感觉年纪大了，干脆和
爱人回曲阳老家生活，开始专门从事网络
表演，也就有了开头烧火棍当道具火爆网
络的一幕。

爆火后的一个多月，她又录制了耍鞭、
打出手等几条不同戏曲武打技巧的视频。
场景不是在放羊的小路上，就是在自家老
宅的牛棚，这些乡土气息的背景加上甄淑
梭出众的武打技巧，让这些作品获得了75
万以上的点赞量，有人因为甄淑梭舞烧火
棍的视频夸她是戏曲界的杨排风，也有人
说她是网络第一刀马旦。

全国各地的媒体闻讯而来，“多的时候
电话都接不过来，下了播就赶紧去接受采
访。”3月27日，接受本报采访时甄淑梭说，
目前，她依然保持着每天两场的直播状态，
借助宣传和流量加分，天南海北的粉丝慕
名涌入她的直播间，一场直播中在线粉丝
分分钟过万。“挺突然。这不，明天还要去
天津卫视录节目，央视的工作人员也联系
我，演了大半辈子戏，没想到老了老了，这
样火了。”

相比甄淑梭的爆红，有着9万多粉丝的
@河北梆子裴军格自嘲自己是个“小主播”。

裴军格是河北梆子资深票友。2009
年参加河北省金牌票友大赛拿了一等奖，
2011 年参加河北省十大名票甄选赛又拿
了一等奖，2016年代表河北电视台参加央
视星光大道戏曲赛获得过月冠军。

2021 年 7 月，她的粉丝有 8.5 万人，今
年 3月 31日，她的粉丝增加到了 9.2万人。

“我直播不固定，一个月也没几场，所以吸
粉能力就弱，一场直播有大几百人围观，老
粉丝多，基本都是河北梆子爱好者。”裴军
格介绍。

和甄淑梭的表演老少咸宜不同，裴军
格主攻的是唱腔，有一定的欣赏门槛。在
3月 29日中午的直播中，粉丝们边“抱怨”
着“老裴你怎么才来”，边热情帮忙把裴军
格演唱的唱词打到屏幕上，让更多人听懂
裴军格唱的是什么。

有着28万多粉丝的@唐山越姐彭越，
不同于甄淑梭和裴军格的“个体户”身份，
她是唐山演艺集团公司评剧团的专职演
员，是快手平台上评剧这一剧种主播中，粉
丝较多的一位。

彭越的直播形式要多样一些，有时是
彩排现场，有时是连麦演唱，“直播时多的
时候也有近千人观看。”彭越说，从2017年
起，她就陆续在网上做直播，同网友互动，

“你还别说，有粉丝给我留言，邀请我们团
到他们那去演出，我还给团里揽过活儿。”

网友是否认可最终靠实力

“真功夫”“台下十年功”——翻看甄淑
梭发布的视频，几乎每一条下都有网友类
似的留言。

甄淑梭感慨，“这一句十年功，苦得
很。”

就拿点赞量高达 91 万的靠旗打出手
来说，甄淑梭把道具刀在右靠旗上旋转数
圈后向上抛，用另一侧靠旗接住掉下的刀，
还能把刀从靠旗抛出后，用手里的红缨枪
稳稳停住，有网友惊呼：这是粘住了吗？

甄淑梭大笑，“不是粘住了，是练了十
几年，有准头了。”

打出手是作抛掷接踢武器的特技表
演，一般都是手持道具或者用脚踢，靠旗打
出手难度就要大一点。甄淑梭在靠旗打出
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抛掷接住和停刀的
动作，就更是难上加难。

甄淑梭介绍，从左到右的抛掷尤其难
练，“相当于让空中旋转的刀改变旋转方
向，还要精准落到另一侧的靠旗上，对抛掷
的力度、高度和角度都有要求。没别的技
巧，就是反复练。”

甄淑梭13岁在唐县戏校学戏，最初学
的是河北梆子剧种，压腿、翻跟斗、拧旋子
这些都是基本功。1994年，甄淑梭和爱人
到温州各剧团跑生活，当地人喜欢观看京
剧武旦表演，甄淑梭算是半路出家，“我去
温州头十年，除了上台表演、吃饭睡觉，其
余时间都在练。大年三十吃了年夜饭还要
练上个把小时才睡觉。每次剧团演出转
场，我都眼巴巴从车窗户朝外看，卖东西的
小摊啊、好看的风景啊，心里就想，啥时候

我也能得空到这些地方转转看看。”
从10次打出手掉下1次，到50次掉下

1次，到100次掉下1次，慢慢地，表演成功
率越来越高，甄淑梭逐渐成为温州当地有
名的武旦演员，也为成为直播里的武旦网
红打下了基础。

3 月 29 日，裴军格在直播间开唱河北
梆子《大登殿》，这一开腔，直播间的评论就
多了起来——还是老裴稳！裴姐这调门真
高。

裴军格的唱腔能达到 D 调。得益于
年轻时，她在乡间没有扩音器的舞台上表
演，为了压过伴奏让台下的观众听清，只能
不断提高调门。

这样的唱腔，在票友中也算高段位。
20世纪80年代，十三四岁的裴军格跟

着村里的大喇叭和家里的收音机学会了
《杜十娘》《三娘教子》选段，因为喜欢戏曲，
她加入了乡村剧团，在藁城附近的村镇表
演，“剧团的老演员都是我老师。”裴军格回
忆，没有正规的训练，更多的是靠模仿和揣
摩，直到 2009 年参加完票友比赛后，她认
识了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韩建华、毕和
心两位老师，才学到了科学的运气、发声。

“村里的女人活计多，唱戏的时间都是
挤出来的。”裴军格说，为了不影响邻居，她
跑到小区外的空地上唱，下大雪都去吊嗓，

“网友也有一定的欣赏水平，你唱的不强，
他们也不来听。”

彭越的评剧表演要比河北梆子剧种更
有观众缘，彭越上传的《裴氏自叹》选段，尽
管是非正式舞台表演，但眼神动作都很到
位，连一声冷叹都让观众身临其境，很有代
入感，有网友留言：这才叫声情并茂。

彭越2010年拜新派传人、梅花奖得主
罗慧琴为师，除了师承专业指点，更多的是
苦练，为了练小台步，她掉过趾甲，练跪蹉
步两个膝盖几乎烂掉，“一年到头，除了演
出就是彩排和训练。我们行业有句话，叫
三天不练自己知道，十天不练观众知道。
网上的评剧主播也并非我一个，观众的欣
赏水平也要比过去高，网络票房高低说到
底还是看主播的水平和实力。”

老行当的新舞台

3月29日，石家庄藁城区，裴军格向记
者展示她的新装备——声卡、话筒、两部手
机，“这些设备啊，更新了好几次了，现在的
效果要比过去好太多。”裴军格所说的“过
去”，早到10年前。

2012年，因为在全省票友比赛中连拿
两次一等奖，很多戏迷认识了裴军格，网友
们为了能经常听到裴军格演唱，手把手地
教裴军格在新浪UC平台注册、开设房间，
裴军格无意中成为戏曲票友中，较早一批
登上互联网舞台的表演者。

“当时每个网络房间上限500人，有专
职管理员，网友也能看到演唱者，也可以刷
评论、送鲜花。”裴军格回忆，也是从那时
起，她从唱了二十多年的传统舞台开始兼
唱网络舞台。

过去，传统舞台表演，裴军格准备一副
好嗓子就能亮相。现在裴军格还要带着好
心态，“以前的舞台虽然都在乡间，观众也

经常在五六百人，人多了，叫好的、鼓掌的
会让舞台上的演员更亢奋，更有表演欲。
网络舞台的表演，就两部手机，一部放伴
奏，一部和网友互动，观众能看到我，我看
不到观众，唱完以后，如果不盯着屏幕看字
幕，连个响声都没有。”

这种变化，是传统戏曲搬上网络舞台
后，每个表演者都要经历的。

在一次直播中，彭越演唱杨三姐哭灵
一段时，声泪俱下，网友们留言刷了屏，有
人说，这表演入木三分。

彭越说，只要是唱悲段，不分网上网
下，她几乎都能“入戏”，“网络直播也是个
舞台，可能没有现场观众，让演员进入状
态比较慢，但是你选择来网络舞台表演，
就要拿出正式表演的情绪。”

不仅如此，每次直播，彭越还会精心化
妆，“演员登台演出面对观众得化妆，网络
舞台一样的，观众甚至比传统舞台还要多，
表演前的任何准备都不能打折。”

网络舞台和传统舞台，同又不同。
传统舞台一场表演在 2 小时左右，中

间会有转换场，可以下台休息。直播不同，
需要主播在镜头前维持少则半小时，多则
两个多小时的主持、表演、互动全程，这是
很大的考验。

彭越的直播中，经常会插播很多戏曲
知识，“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有时我会给
粉丝讲评剧的来源，有时会讲某个戏本的
背景，比如《杨三姐告状》原型就出自唐山，
由真人真事改编，这些是传统舞台演出时
不能放进去的。”

她还会把纠正学生的唱腔和发音的教
学内容放到网上，“这一个视频就能让评剧
爱好者拿去做示范，对照着练习，不是所有
人都能找到老师。”

4 月 2 日晚，甄淑梭开播了，直播间的
人数增增减减，打招呼的老粉丝和一闪而
过看热闹的，围观甄淑梭的武旦表演。

“进直播间的老铁们欢迎大家点个
小红心，留言 666 啊。”多年“南漂”，甄淑
梭的口音已经少了北方的乡音，多了几
分软糯的南方语调，“以前的表演，主要
是我和我爱人配合，有剧团邀请，找好了
台口，上台演就行，观众多少、后台乐队
都不用操心。”甄淑梭感慨，自从回到曲
阳老家做直播，她的爱人负责拍摄，她负
责剪辑和配乐。

在马羊村，大伯哥家的羊，婆婆家的
牛，邻居的拖拉机都被选作背景过，“有时
候特别费心做的视频反响平平，倒是随手
拍摄的成爆款，我们也还在摸索。”甄淑梭
说，不管是做视频还是直播，背景场景、文
案这些新鲜的技能她都在学。

每一位网络主播也从新的舞台收获了
很多。

裴军格面对着镜头，会和“老铁们”聊
家长里短，她会说普通话，但直播时还是用
藁城方言多，“我和很多粉丝处成了朋友，
大家没见过面，但是粉丝会自觉在直播间
帮我维护秩序，我嗓子不舒服还会嘘寒问
暖，这些都让人心里暖烘烘的。”

相比其他戏曲主播，彭越的视频内容
要更为丰富一些，有教学的，有彩排的，也
有演出中的，“有一次在天津演出，有粉丝
从直播中知道消息，开车 200 多公里赶去
看我表演。”

4 月 4 日，在甄淑梭最新上传的视频
中，拍摄的背景和手法都有了很大不同，她
说这是儿子做的，想请网友提意见，结果，
支持的和反对的意见在几小时内就有了一
千多条。

“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每一条我都认
真看，挑出好的意见用到新的制作和直播
中。”甄淑梭说，这和过去传统舞台表演有
戏迷追到后台找她合影的感觉差不多，“都
会让表演者觉得，你的付出很值得。”区别
是，网络平台更广阔。

彭越登上过金碧辉煌的剧
院舞台，也在乡间的简易大棚
表演过。

她记得有一年冬季，下着大
雪，她和同事到一个村里演出，
台下只有一名观众，打着伞看。

“气温零下几摄氏度，穿着演出
服非常冷。可只要有人看，我们
就得坚持演完。”

节奏轻快、唱腔亲民的评剧
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彭越对
观众群体的构成依然忧心——中
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很少。

这一点，在直播平台上开
播初期也很明显。直播这个以
年轻人为主的平台，我们采访
的三位主播都经历了漫长的一
段时期，粉丝寥寥，直播围观
人数寥寥，即便有，也是退休
了爱好戏曲的老年人。

这也是彭越开播的原因之
一，“我想年轻人不看，不一定
是不喜欢，也可能是不了解。”

这一点，甄淑梭很有感触。
在一次直播中，有一名女大

学生粉丝留言说，全宿舍都在围
观，“这孩子说，阿姨，我们第
一次看戏曲表演，国粹居然也这
么有看头。”

甄淑梭说，年轻人也来看热
闹，让她挺欣慰，“这说明，戏
曲需要推广，让更多人了解戏曲
很有必要。我们多传播一点，戏
曲的生命力就能更广一些。”

网络舞台和传统舞台正在形
成良性互动。

3 月 31 日，走红网络的甄
淑梭参加天津卫视 《跨时代战
书——达人挑战季》 节目，拿
到了周冠军，她在直播间分享这
一好消息时，粉丝们的大拇指再
次刷了屏。接下来，还有几家电
视台的邀请，以及还有不少媒体
的采访邀约，连去电视台录节
目，她都要和粉丝“请假”。

3 月 31 日，彭越在直播平
台上分享了她在天津评剧院彩
排新剧时的片段，相比直播时
单一的背景，彩排舞台灯光炫
丽，服装漂亮，配合上台步和
现场伴奏，客观来说，要比直
播更有看头。

彭越经常和其他演员在直
播平台连麦互动，“想把观众吸
引到传统剧院中来，让他们看
到，传统的戏曲表演到底有多
美。”

因为这次采访，本报记者
也在直播间围观了多场戏曲直
播。和传统舞台比，没有地点
限制、没有时长约束，观众天
南海北，主播即兴发挥的网络
舞台完全是一片新天地。网络
舞台要比传统舞台更让人容易
迷恋，动辄数万的围观者、百
十万的粉丝，轻易就能制造一
场网络小型个人专场。

但我们应该看到，戏曲表
演，到底是一种严肃艺术。每一
位戏曲大咖，都是数十年如一日
的苦练和钻研，才会成为业内
翘楚。

网络舞台上的戏曲表演，更
应该定义为拓展了戏曲表演的一
条新路，而不应该取代传统舞
台，戏曲的程式化表演需要舞台
氛围、道具背景来辅助，更需要
过硬的戏曲功底来做基础。

同 时 也 要 看 到 ， 戏 曲 直
播，给更多人打开了一扇近距
离接触戏曲的小窗口，借助这
个窗口，才会有更多人因为了
解而喜欢，因为喜欢才去学
习，因为学习才实现传承。

因 此 ， 两 个 舞 台 ， 都 很
精彩。

文/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记者手记

两个舞台

都精彩

受疫情影响，文艺演出减少或暂停，促使不少演员把表演转移到了网上，这其中也包括部分戏
曲演员。在网络世界，他们获得了新的“票房”。

她们中，有在牛棚打出手的刀马旦，有在雪地里唱河北梆子的青衣，还有在后台彩排的花旦。
我们采访了不同剧种的三位河北戏曲演员，她们中粉丝最多的有128万，少的也有9万多。

新的表演形式，让她们在虚拟的舞台上赢得了更多掌声，同时也让戏曲文化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从传统舞台到网络舞台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甄淑梭在直播。 甄淑梭供图

裴军格直播截图。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摄

彭越。 彭越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