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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点，利用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打造新时

代的二人台的品牌文化形象，吸纳更多的

年轻观众了解二人台、欣赏二人台、喜爱

二人台，让大众对于二人台的印象，不再

停留在“土”和“村儿”的固有观念中。

三、在传承二人台艺术精髓的基础

之上，为二人台注入新鲜元素，不断推陈

出新，吸引新一代的受众群体。

二人台的传统剧目，多以描写劳动

生产、揭露旧社会黑暗、歌唱婚姻恋爱、

叙述儿女情长等内容为主，另有部分神话

故事和历史典故，这些内容多取材于旧时

人民的现实生活之中。如《走西口》《打

金钱》《挂红灯》《借冠子》等传统经

典剧目，都是老一辈二人台艺术家为我们

留下的瑰宝，在当时都是十分贴近百姓生

活的艺术作品。但是传统的经典剧目已与

现当代的生活越来越远，二人台从“打坐

腔”“打玩艺儿”到登上小戏台，观众基

本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这些

老年受众群体的淡出，二人台如何被“80

后”“90后”“00后”的年轻观众所熟

悉、认可和喜爱，如何面对农村人口逐年

减少、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变革的新时

代，是传承和发展二人台艺术所面临的最

大挑战。因此，二人台的传播方式就要从

过去传统的演出方式中解放出来，充分利

用当下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介，让二人台通

过抖音、快手、微博等各类网络平台上进

行积极、有效的推广和宣传，在保留二人

台艺术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大胆的改革创

新，迎合和贴近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和特

点，让二人台的“土”和“俗”变成新时

代的“国潮”。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

员孙红侠曾指出，二人台是农耕时代的

一个艺术形式，而现在是工业时代，如何

对接、如何适应时代的新要求，最好的出

路就是创新，要保留性的创新，把精髓保

留下来，内容和形式上可以大胆创新。中

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

任郑长玲教授认为，任何一个文化表现形

式，只有认知了它的价值，才能去保护与

发展，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得深入研

究，没有很好地认识与梳理，谈保护与发

展是句空话。二人台曾经具有广泛的群众

基础，为什么被边缘化了？为什么与时代

发展不相适应了？这需要专业的团队来研

究，既要保留它的精髓，又要推陈出新，

进行再创造。只有民众广泛接受，才能回

到民众中去。新时代下的二人台，应在内

容和题材创新方面，推出更多与城镇居民

生活更贴近的现代题材，年轻人的婚恋关

系、家庭婚姻亲子关系、大学生就业创业

的故事等等，很多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现

实题材都可以写，有着地域特色的历史题

材、红色教育题材等等都可以用二人台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