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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金钱板的发展

◎刘瑶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传统曲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已经不再仅限于民族文化层面的自发考量，更需要从多个方面来

进行革新。金钱板目前已经成为了四川、重庆等地传统说唱曲艺品种之一。本文结合笔者的实践经验，就新媒体时代下金

钱板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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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

与传统媒体之间开展了深层次的融合与互

补。新媒体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传播效益日益提高。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曲艺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已经不再仅限于民族文化层面的自发

考量，更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进行革新。金

钱板是在莲花闹、快板的基础之上演变而

来，通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了四

川、重庆等地传统说唱曲艺品种之一。金

钱板的表演形式为“演” “打” “唱” “说”，

或由数人表演，或由一人表演，表演过程

中通常都会将“演” “打” “唱” “说”

结合在一起，《胭脂配》 《打董家庙》 《打

毗芦荡》 《打洞庭》等是金钱板的经典

曲目。在新媒体时代，金钱板艺术能否抓

住机会，能否取得“翻天覆地”式的发展？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本文就新媒体

时代下金钱板的发展进行探讨。

一、 尝试金钱板的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是一种老少咸宜的新媒体传

播方式，广大人民群众可通过手机直播的

方式来对金钱板的发展动态进行了解，无

论身处何地，处于何时，均可实时收看，

可有效缩短广大人民群众与金钱板艺术的

距离。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来让更多的群

众对金钱板艺术进行入门。还可将金钱板

传承人的演出视频上传到腾讯、抖音、今

日头条等视频网站上，从不同的教学范畴

来辅助群众学习金钱板；为了能够让传播

形式实现多元化，可综合采用视频、图片、

文字等方式。

二、通过短视频等形式推广金钱板艺术

短视频是新媒体时代的典型产物，具

有受众群体多、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大

等特点。专业化、垂直化是当前短视频的

发展趋势，可通过短视频等形式推广金钱

板艺术。可将与金钱板艺术有关的内容拍

摄成微电影、公益广告等，以滚动播放的

方式在多个客户端反复播放。由于短视频

的形式多样化，且生动活泼，可较好地满

足受众的需求，特别是年轻受众的需求。

其中，视频博客以自拍等形式能够让短视

频变得人格化，能够让受众产生很好的代

入感，目前已经成为了短视频的首选形式。

建议可将金钱板与视频博客结合在一起，

让金钱板艺术的传承者或者金钱板艺术的

爱好者参与到此类新型短视频的制作之

中，并且将其实时发布，以此来获得更多

人的关注和更多的流量，要让传统说唱曲

艺也能够变得“FASHING”（流行）起来。

当然，有相当数量的金钱板艺术传承者“有

心无力”，难以自行制作短视频，这就需

要媒体人与金钱板艺术传承者通力合作，

各自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由金钱板艺术

传承者来完成表演，由媒体人完成后期剪

辑与视频制作，再以社群运营、内容运营

等为载体来全力打造出流量值很高的金钱

板 IP。待时机成熟之后，还可从金钱板艺

术传承者中挑选出部分优秀人才来打造为

金钱板艺术的“网红大咖”，通过传统艺

术与新媒体结合的方式让金钱板文化能够

重新“焕发”出活力。

三、利用新媒体技术设立交流空间，拓展

交互方式

交流是金钱板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

金钱板艺术的“回应”环节。首先，可有

针对性地在微信、微博上创建金钱板艺术

的公众号，定期上传、更新相关内容，让

金钱板这门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文化能够

在网络上予以分享。其次，要以新媒体为

手段，丰富与金钱板的受众与爱好者进行

交流与沟通。除了依然要坚持采用意见箱、

咨询热线等方式来收集读者的意见信息，

还可通过 BBS 论坛、官方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多种方式来与读者进行实时沟通，并

且开题评论留言、创建互动交流等。

四、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一个国

家屹立于世界的根本，更是人类的精神家

园，金钱板艺术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务必要在新媒体时代加快金钱板的发

展，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金钱板艺术、

热爱金钱板艺术，为实现金钱板艺术的可

持续性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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