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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戏迎新生：名角走进“村晚”直播间

日渐冷门的传统戏曲依然“有戏”看
春节期间，锣鼓声声。
郑州市中牟县万滩乡王庄村的村文化活

动广场上，新春的红灯笼映着张张喜悦的脸，
村民们裹着厚厚的冬装从四面八方纷纷聚拢
而来：拎着板凳的、骑着电动车的、开着小三
轮的……更有不少老戏迷们吃过午饭就早早
进场，只为占据前排的好位置。

“咱们村也办‘村晚’了！”，得知“赢冠有戏”
的演出时间后，王庄村支书许瑞敏第一时间在村
群里发出通知消息。短短一会，就有不少戏迷想
要观看甚至报名参与，不少人都是“赢冠有戏”直
播间的铁杆粉丝。

“上‘村晚’舞台，演一出好戏。”这是“赢
冠有戏”负责人田冠军新年规划中的重要一
步——以贴近民众的方式，在直播间打造梨园
盛宴，让更多人看到传统戏曲，依然“有戏”。

送戏入村

“村晚”直播双丰收

随着各地群众自办自演的民
俗“村晚”受到关注，2023 年 12
月，在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
指导下，中国文化馆协会和抖音
直播联合发起“我要办村晚”乡村
文化能人扶持计划，邀请全国才
艺主播及乡村文化能人在家乡举
办“村晚”活动并上线直播。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40岁左右
的专业戏曲演员，成员大多来自
抖音“赢冠有戏”直播间。过去的
几十年里，他们活跃在剧院的舞
台上、电视的荧屏里，其中多位成
员还曾获得河南卫视戏曲节目

《梨园春》的“擂主”称号。
流行文化的冲击下，这群曾

在电视时代风靡的老艺术家们几
乎都经历过“十几年没戏唱”的窘
境，有人在剧院艰难谋生，也有人
毅然转行下海经商。

直到 2023年，一方小小的镜
头将这群人聚集起来，他们把戏
台子搬进直播间，对着摄像机演
出，粉丝网友成为了新“票友”，直
播打赏也成为了电子“戏票”。

短短一年时间，“赢冠有戏”账
号就开展了近250场直播，累计直
播时长达700个小时，吸引粉丝过
30万，获赞超55万。

“能让戏曲演员做着自己喜欢
和擅长的工作，挺着腰板把钱挣
了，有什么不好？”田冠军说，在直
播间收获了新观众、新收入后，

“赢冠有戏”开始尝试户外直播，
“希望通过乡村晚会的形式回报
家乡，在直播的同时也为家乡父
老带来欢乐。”

从剧院到乡村的线下演出，
王庄村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尝
试。早在去年7月份，田冠军就和
几位老朋友在南阳市社旗县进行
了“回报家乡”主题的首场演出，
现场观众摩肩接踵，人多到广场
上都站不下，还收获了近150万的
线上“票友”。

首场演出的成功给大家带来
了信心，“村晚”的流行也为线下演
出提供了新的机遇。田冠军一鼓
作气策划了2024年新春伊始的三
场戏曲表演，所受欢迎程度也一度
超出了他的预料——除了演出所
在的村庄，周边的几个村庄得到消
息也都前来观看，最多的时候现场
有近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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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戏新生，名角荟萃走进直播间

厚植沃土
豫戏传承新篇章

除了老戏迷们，也有更多的年轻人被他们
的唱段所吸引，“太多粉丝在后台私信、评论想
要来现场看，印象里一个新疆小伙子也是特意
跑到河南来听戏。”据田冠军统计，直播间有近
3000位铁杆粉丝，几乎是场场不落看完了他们
的所有演出。

现场、线上观演人数的背后，承载着戏迷的
期待，也饱含了演员的热爱。田冠军坦言观众带
给他的感动，“能够感觉到自己确实能给老百姓
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精神的享受，能满足这些戏迷
们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传统戏曲表演的舞台剧院到在直播间对
着摄像头演出，田冠军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
的想法。

2023年初，他偶然看到公司里两个年轻人
在直播。“他们就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架，对着镜
头唱一段戏，再说会话，就有几百个人观看。”

怀着好奇，他点进一些戏曲直播间，看到里

面的观众甚至有成千上万人，“我们在大剧院里
演出的时候，现场观众坐满也只有一两千人。”

这让他非常惊讶，进而产生了热情，“我们有
演员也有舞台，他们能播，我们为什么不能播？”
说干就干！田冠军一向雷厉风行，先把人组织起
来，再购入设备，布景要，舞台也要，灯光要，乐队
也要……直播要进行，专业度也要足够。

从面对观众到面对镜头，习惯上的不适应，
就一遍一遍反复地练习；没接触过短视频平台，
就一点一点地学怎么登录账号，怎么开一场直
播，怎么看评论与直播间的观众互动，力求以最
好的状态出现。

2023年5月18日，第一场直播正式开机，名
角荟萃的直播间，得到了观众最高的热情支持，

“最多的时候有两三万人同时在直播间，这是我
们在舞台上从来没有的观众数量。”

不少戏迷在直播间留言，为他们竖起大拇
指，95岁高龄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善朴老师在
直播间开唱代表作《海港》的时候，整个直播间
几乎都沸腾了，不少人留言“听着您的戏长大，
几十年了，乡音不改，乡思不断”。

口碑得到认可，粉丝也飞速地往上涨，最
多的时候一天能涨粉几万人，两个多月的直
播之后，“赢冠有戏”账号积累了 23 万粉丝，
每场直播人数基本稳定在一万人以上。

“人人都爱看，人人都能看，不受时间和地
点的限制，只要拿起手机打开APP，无论在哪里
都能直接看到我们的表演。”几场直播之后，出
身于传统舞台的田冠军，对戏曲直播产生了新
的看法和理解。

而今已经 54 岁的田冠军，
到现在入行已整整42年。他学
过曲剧、当过老师、做过演员、开
过录音棚、拍过电影，几乎一辈
子都在围着戏曲行当打转。

1982 年，12 岁的田冠军被
家里人送进了平顶山市鲁山县
一所戏曲学校，学习当地最为流
行的曲剧，几年历练后考入南阳
艺校，并在21岁那年留校任教。

十几年教师生涯，田冠军
心里却始终有一团灭不了的
火——他想唱戏。

想唱戏，就得加入剧团，想
加入剧团，就得放弃这份来之不
易的教师工作。几经思考，他最
终在34岁毅然辞掉稳定的工作，
进入郑州曲剧团，成为一名真正
的曲剧演员，并正式拜入曲剧名
家胡希华门下。

这是他和戏曲的第二段缘
分，田冠军异常珍惜。功底好，
人也勤奋，领衔主演了《卷席筒》

《屠夫状元》《曹操与杨修》几部
大戏后，他很快就在曲剧团站稳
了脚。

时代发展瞬息万变，在帮朋
友打理录音公司的时候，田冠军
又机缘巧合接触到戏曲电影。
2012年，有人找到田冠军，希望
将其恩师胡希华的代表作《李豁
子离婚》翻拍成曲剧电影《李祥
和的婚事》，他欣然答应，“电影
艺术能留住经典作品，我觉得很
有意义。”

他把当时河南省内基本所
有的戏曲艺术家都邀请来参与
这个电影，甚至在当时戏称“河
南戏曲电影的大典”。

第一部电影大获成功，拍摄
戏曲电影的合作络绎不绝，田冠
军几乎来者不拒，他甚至全身心
投入到电影制作中，组建起专业
的电影拍摄制作团队，直到现
在，戏曲电影仍旧是“赢冠有戏”
的主要业务。

其实在河南曲剧甚至全国
的戏曲行业里，像田冠军一样因
现实所迫，不得不放弃苦练多年
的功夫转而为谋生奔波的人，并
不在少数。即便是留在这个行
业的，很多人也因种种原因，无
法被真正爱戏、懂戏的人看见。

在“赢冠有戏”直播间的主
播们，对这方小窗口都有着独特
而浓厚的情感。田冠军的师父
胡希华老师，今年已79岁高龄，
退休了很长时间，还有一些曾在
电视时代大火的“梨园擂主”，网
络时代的“明星擂主”，在家的自
由职业者……几乎都是原本已
经离开这个舞台多年的人，因为
一份热爱而聚集到一起，成为一
个团队。

“大家在这里能够延续自
己的爱好”，而未来，田冠军希
望能够在直播间打造一场新的

“梨园盛宴”，让更多人知道，被
认为日渐冷门的传统戏曲，依
然“有戏”可看。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宋莹玉 文/图

演员们正在“村晚”后台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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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庄村“村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