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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歌舞伎海外传播对越剧走向世界的启示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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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歌舞伎在海外传播有诸多成功经验。其在文化内涵挖掘、表演形式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举措可为

越剧走向世界提供借鉴。通过对比两者，探讨越剧借助歌舞伎海外传播经验，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自身魅力，

提升文化影响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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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日本歌舞伎作为日本传统的戏剧艺术表演形式，在

海外传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越剧是中国的传统剧种，

同样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越剧在走向世界的进

程中面临诸多挑战。研究日本歌舞伎海外传播的成功之

处，能为越剧的国际化发展带来有益的启示。

1 日本歌舞伎海外传播的方式

1.1 传播渠道的开拓

日本歌舞伎在开拓海外传播渠道方面有着诸多值

得借鉴之处。歌舞伎剧团积极与国际知名的艺术交流机

构合作，将歌舞伎表演纳入到艺术巡演计划之中。例如，

与欧洲一些历史悠久的剧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

些剧院在国际艺术界具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观众基

础。通过这种合作，歌舞伎得以登上欧洲大陆最具影响

力的舞台，直接面向对不同文化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观

众群体。

同时，日本政府也在歌舞伎海外传播渠道的开拓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将歌舞伎作为

日本文化的代表，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进行推广。

比如在一些国际文化节或者外交文化交流年中，歌舞伎

表演成为了重要的展示项目。这不仅提升了歌舞伎在国

际上的知名度，也为其商业巡演等传播方式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歌舞伎也积极利用网

络平台进行传播。他们制作高质量的歌舞伎表演数字视

频，在国际知名的视频平台上发布，吸引了大量海外观

众的关注。这些视频往往配有多种语言的字幕或者解说，

方便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理解。这种线上传播方式打破

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歌舞伎

艺术。

1.2 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日本歌舞伎在与现代文化融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尝试。在表演内容上，歌舞伎开始融入现代社会的主

题和价值观。例如，一些新创作的歌舞伎剧目会以现代

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等为主题，虽然保留了歌舞伎传统的

表演形式，但在故事内容上更加贴近现代观众的生活体

验，从而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

在表演形式上，歌舞伎也与现代音乐、舞蹈等艺术

形式进行了融合。有些歌舞伎表演会加入现代音乐元素，

为传统的歌舞伎音乐增添了新的活力。在舞蹈方面，也

会借鉴现代舞的一些动作和编排理念，使整个表演更加

富有现代感。

而且，歌舞伎在舞台设计和灯光运用上也积极吸收

现代技术成果。现代的舞台设计理念使得歌舞伎的舞台

更加富有层次感和视觉冲击力，灯光效果的创新运用能

够更好地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增强了表演的艺术感染力。

这种与现代文化的融合，让歌舞伎在保持传统魅力的同

时，又能与时俱进，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2 越剧自身特点及海外传播现状

2.1 越剧的艺术特色

越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的重要剧种，具有独特

而迷人的艺术特色。越剧的唱腔优美婉转，犹如江南水

乡的潺潺流水，细腻而富有情感。其唱腔流派众多，如

袁派唱腔的质朴醇厚，傅派唱腔的华丽明亮等，每一种

流派都有着独特的韵味。这些唱腔通过演员们精湛的演

唱技巧，能够生动地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越剧的表演风格细腻柔美，注重人物情感的细腻刻

画。演员们通过细腻的手势、眼神和身段动作，将角色

的喜怒哀乐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在表现女性角色的娇

羞时，演员会运用轻柔的手势和含蓄的眼神，让观众深

刻感受到角色的情感状态。

在舞台美术方面，越剧也有着独特的风格。其服装

精美华丽，色彩鲜艳而协调，图案精美，往往能够很好

地体现出角色的身份和性格。舞台布景也富有江南水乡

的特色，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元素常常出现在越剧的

舞台上，营造出一种诗意的氛围。

越剧的剧目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反映古代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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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典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有展现历史人

物和事件的剧目。这些剧目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内涵，如儒家的道德观念、道家的自然思想等，通过越

剧的表演形式得以传承和传播。

2.2 目前海外传播的范围与影响力

越剧的海外传播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

面临着诸多挑战。在传播范围方面，越剧主要在亚洲地

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如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一

些国家。在日本，越剧偶尔会被邀请参加一些亚洲文化

交流活动，受到部分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观众的喜爱。

在韩国，越剧的优美唱腔和独特表演风格也吸引了一些

观众的关注，尤其是一些学习中国文化的韩国人。

在东南亚国家，由于地缘文化的相近性，越剧的传

播相对更为广泛一些。例如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地

有不少华人社区，越剧在这些华人社区中有着一定的观

众基础。这些华人观众对越剧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通

过组织越剧社团、举办越剧演出等方式来传承和推广越

剧艺术。

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越剧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与日本歌舞伎相比，越剧在欧美等西方主流文化地区的

传播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也有一些越剧团体尝试到欧

美国家进行演出，但由于文化差异等因素，观众的接受

度相对较低。而且，越剧在海外传播过程中缺乏系统性

的推广策略，演出机会相对较少，宣传力度也不够，导

致其在国际艺术舞台上的知名度不高。要想提升越剧在

海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可以借鉴日本歌舞伎海外传

播的成功经验，从传播渠道的开拓和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等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的改革和创新。

3 从传播渠道看歌舞伎对越剧的启示

3.1 传统与现代传媒的结合

在传统传媒方面，歌舞伎有着深厚的积累。例如，

歌舞伎通过传统的剧院演出，在本土建立起了稳定的观

众群体。剧院的建筑风格、舞台布置以及观剧的礼仪等，

都成为了歌舞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传媒方式的优

点在于能够营造出独特的现场氛围，让观众沉浸在歌舞

伎的艺术魅力之中。对于越剧而言，传统的戏楼、剧院

演出也是其重要的传播方式。越剧的舞台布景、服饰道

具以及演员的表演风格，在传统剧院的环境下能够得到

最好的呈现。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仅仅依靠传统传

媒是不够的。现代传媒为歌舞伎的海外传播打开了新的

大门。通过电视转播、网络直播等方式，歌舞伎得以突

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比如，电视台会专门制作歌

舞伎的专题节目，详细介绍歌舞伎的历史、表演特色以

及著名演员等。网络平台更是让歌舞伎的相关视频广泛

传播，吸引了大量海外观众的关注。越剧也可以积极借

鉴此种方式。利用电视媒体制作高质量的越剧节目，展

现越剧的经典剧目和独特魅力。在网络平台上，可以开

设官方账号，上传越剧表演的高清视频，同时开展线上

互动活动，如演员与观众的问答环节、越剧知识小竞赛

等，提高越剧在网络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2 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的利用

歌舞伎在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上的表现可圈可点。许

多国际文化节、艺术展览等活动都有歌舞伎的身影。这

些平台为歌舞伎提供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和艺术

家交流的机会。例如在一些国际艺术展览上，歌舞伎演

员会进行简短的表演展示，同时展示歌舞伎的服饰、道

具等文化元素，让外国观众直观地感受到歌舞伎的魅力。

国际文化交流平台还促进了歌舞伎与其他艺术形式的

合作。比如与西方现代舞的合作表演，通过融合不同的

舞蹈风格，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也吸引了更多国

际观众的目光。对于越剧来说，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同样

是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

越剧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在国际文化节上，越剧可以展

示其经典的剧目片段，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通过

精美的舞台表演、动人的唱腔，让外国观众领略越剧的

美。同时，越剧也可以与其他国家的艺术形式进行合作。

例如和欧洲的歌剧进行交流合作，在音乐、表演形式等

方面进行创新尝试。在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上，还可以举

办越剧文化展览，展示越剧的历史发展、服饰道具的演

变等内容，从多个维度推广越剧文化。

4 从文化融合角度看启示

4.1 内容创新与现代观众需求

歌舞伎在内容创新方面不断探索以满足现代观众

的需求。传统的歌舞伎故事虽然经典，但为了吸引更多

年轻观众和国际观众，歌舞伎创作者们开始对故事内容

进行改编。他们在保留歌舞伎传统表演形式的基础上，

对故事的情节、人物关系等进行调整。例如，将爱情故

事改编成更符合现代社会价值观的版本，强调人物的内

心挣扎和成长。在表现手法上，也融入了一些现代的元

素，如现代的灯光效果、舞台特效等，增强了视觉冲击

力。越剧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和机遇。现代观众尤其是

年轻观众，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文化需求与以往有所不同。

越剧的内容创新需要深入挖掘传统剧目的内涵，同时结

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进行改编。比如在《红楼梦》的改

编中，可以更加突出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封建礼教下的反

抗精神，而不是仅仅强调爱情悲剧。在表演形式上，可

以适当运用现代的舞台技术。如利用高科技的灯光设备

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像在表现梦境场景时，可以使用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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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的灯光效果来增强舞台的表现力。此外，还可以根据

现代观众的需求创作一些新的剧目，以现代生活为背景，

融入越剧的表演特色，让越剧更贴近现代观众的生活。

4.2 跨文化元素的融入

歌舞伎在跨文化元素融入方面有着独特的经验。在

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歌舞伎会借鉴一些西方的艺术元

素。例如在舞台设计上，吸收了西方舞台的空间布局理

念，使舞台更加立体和富有层次感。在音乐方面，偶尔

会加入一些西方乐器的演奏，与传统的日本乐器相融合，

创造出一种新的音乐风格。这种跨文化元素的融入并没

有削弱歌舞伎的本土特色，反而让它在国际上更具吸引

力。越剧也可以积极探索跨文化元素的融入。在中国与

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越剧可以从其他

文化中汲取灵感。在舞台设计上，可以借鉴西方戏剧的

一些理念，如场景的转换方式、道具的使用等。在音乐

方面，考虑与西方乐器的合作，比如让小提琴与越剧的

二胡等乐器共同演奏，创造出独特的音乐效果。在故事

内容方面，可以参考一些国外的文学作品或者民间故事，

进行越剧版的改编创作。但在融入跨文化元素的过程中，

必须要坚守越剧的核心特色，如独特的唱腔、表演风格

等，确保在跨文化融合的同时，越剧依然保持其独特的

艺术魅力。

5 人才培养与传承方面的启示

5.1 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越剧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与时俱进。传统的越

剧人才培养主要依赖于师徒传承和戏曲院校的教育。师

徒传承在越剧的发展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师傅言

传身教，将自己的表演经验、技巧等传授给徒弟。然而，

这种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传承范围较窄等。戏曲

院校的教育则更加系统、全面，涵盖了越剧的唱腔、表

演、戏曲理论等多方面的知识。但在现代社会，仅依靠

这两种模式是不够的。可以借鉴现代艺术教育的一些方

法，如开展跨学科的教育。越剧人才不仅要掌握戏曲表

演的技能，还要了解文学、历史、美术等相关学科的知

识。例如，了解文学知识有助于演员更好地理解剧本的

内涵，把握角色的情感；了解历史知识可以让演员在表

演古装剧时更加准确地还原历史场景；了解美术知识则

有助于演员对舞台美术、服饰道具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

解。此外，还可以加强与国际艺术院校的交流合作。通

过交换生项目、联合教学等方式，让越剧专业的学生接

触到国外先进的艺术教育理念和方法，拓宽视野。同时，

也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舞台实践

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

5.2 传承与创新的平衡

在越剧的发展过程中，传承与创新的平衡是一个关

键问题。传承是越剧的根基，越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的文化内涵，传统的表演技巧、经典剧目、音乐唱腔

等都需要传承下去。例如，越剧的经典唱腔，如尺调、

弦下调等，是越剧的标志性特色，必须原汁原味地传承。

经典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等，承载着

越剧的文化记忆，要通过一代又一代演员的传承，让这

些剧目永远闪耀在越剧的舞台上。然而，仅仅传承是不

够的，创新是越剧发展的动力。在创新方面，可以从表

演形式、剧目创作等多个方面入手。但创新不能脱离传

承的基础，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比如，在创新表演形

式时，不能抛弃越剧的基本表演规范，如手眼身法步等。

在剧目创作上，新创作的剧目要尊重越剧的文化传统，

在故事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要符合越剧的艺术特色。

传承与创新就像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只有

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不忘传承，

越剧才能在新时代不断发展壮大。

结语：日本歌舞伎的海外传播经验为越剧走向世界

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越剧可以借鉴歌舞伎在传播渠道、

文化融合、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成功之处，不断创新发展，

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更好地适应国际文化市场需

求，从而在世界舞台上绽放独特光彩，提升中国传统文

化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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