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DOI: https://doi.org/文化艺术创新·国际学术论坛·第 04卷·第 04 期·2025 年 04 月 10.12345/cai.v4i4.26095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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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ra is the bright pearl of ou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tide of the new era, opera performance is not only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but also some new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will deeply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opera performance, reveal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it, and put forward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based on this targeted way. I hope that this article can help you practitioner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pera performance in 
an all-round way, and I also hope that this article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sperity of opera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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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演出中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实践
郑超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中国·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戏曲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在现在新时代浪潮下，戏曲演出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困
难。本文会深入地去剖析现在戏曲演出监督机制的现状，揭示里面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与实践的策略。
希望本文可以帮助各位从业者全方位地来提升戏曲演出的质量，也希望本文可以为戏曲艺术的传承与繁荣发展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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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的新时代，戏曲这一承载

着中华美学基因的传统艺术形式，正经历着传播生态的革命

性重构。据文化和旅游部 2023 年统计，全国戏曲演出场次

达 128.7 万场，较 2015 年增长 172%，其中融合新媒体技术

的演出占比突破 45%[1]。这种爆发式增长既得益于“百城

千屏”超高清项目的落地实施，也对传统演出监督模式提出

严峻挑战。戏曲监督机制作为艺术生产的中枢系统，其现代

化转型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命题。本研究通过对全国 56

家重点院团的跟踪调研发现，现有监督体系存在许多现实矛

盾。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法，探索监督机制在艺

术传承、创作生产与传播消费全链条中的价值重构。研究成

果不仅为破解“叫好不叫座”的行业困局提供解决方案，更

为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

范式。

2 戏曲演出监督机制的现状

2.1 监督机制的作用
戏曲演出的监督机制在保障艺术质量和协调团队运作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剧团来说舞台监督就是是演出的

质量守护者，直接影响着演出的最终呈现效果。舞台监督要

从排练开始仔细研究导演的创作思路，监督人员要和导演一

起把计划拆解成具体操作步骤让剧团的各个部门去执行。除

此之外，还要协调演出中的各个环节，确保每个细节都符合

导演要求。等到了正式演出阶段，监督人员也需要全面管理

舞台前后的所有事务。要盯着流程不出错，又得随时准备去

处理突发状况。举个例子，假如演出中主角的佩剑突然卡鞘，

那么监督人员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指挥道具组完成更换，

不能让观众发现异常。监督人员还是连接演出各部门的“中

枢神经”，他们每天要处理大量协调工作。像导演和灯光师

对某场戏的明暗度有分歧时，监督人员既要理解导演想要的

情绪表达，又要考虑灯光设备的技术限制，最后找到折中方

案。现代戏曲演出涉及的部门越来越多，监督机制不仅要管

好人，还要协调智能灯光、数控舞台等新技术设备。比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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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舞台需要使用到最新的全息投影技术来进行演出，那监督

团队起码要提前三个月就开始与科技公司对接，把每段投影

时长都精确到秒，才能确保投影的效果能和演员动作完美同

步。根据从业者的实践统计来看，平均每场演出监督人员就

要解决 15 次以上的部门协调问题，比如演员候场时发现服

装开线，这时的监督人员既要安排缝补又要调整演员的出场

顺序。

2.2 存在的问题
在现在的戏曲演出行业里，舞台监督这个领域正面临

人才断层与技术升级的问题，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与行业需

求存在明显脱节。全国仅有 3 所艺术院校开设戏曲舞台监督

相关课程，多数课程混杂在舞台管理大类里。不仅如此，笔

者还曾经对 2024 届毕业生进行追踪调查，最后的数据显示

超六成学生转行至影视行业，主要因为戏曲院团薪资仅为影

视行业的 40%。现有从业者的培养模式也亟待改进，资深

监督的培养需要时间，但是很少有学徒可以在监督岗位上坚

持超过 3 年。大部分的人都会反映戏曲监督这个职业的发展

通道太过模糊。从技术应用方面来说，现在我国的高科技在

不断发展，智能的舞台设备在实际使用中也越来越普遍，但

数字化的监督系统覆盖率却还是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其实传统的巡查方式应对突发问题处理不仅需要消耗人的

精力，也会浪费很多时间。如果可以采用智能监测系统来进

行管理，就可以大大提升监督工作的效率。提到新技术，适

配难题也同样突出。一些科技公司的要价太高，成本提升限

制了新技术的普及，导致中小院团数字化进程缓慢。这些问

题暴露出现在的戏曲舞台行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僵化与技术

转化渠道不畅的深层次矛盾。

3 监督机制的创新策略

3.1 引入新媒体技术
现在我国的高科技产业正在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今

年来直播、AI 等新事物正在不断改变大家的生活，所以戏

曲监督机制也可以引入新技术来进行创新。比如剧团可以考

虑用新媒体技术来搭建一个“云剧场”直播平台。直播的形

式可以打破剧院座位和地域的一个限制，还能增强观众看演

出的参与感和临场感。国家京剧院《龙凤呈祥》的云演播就

通过多平台同步直播，让海内外观众用手机就能看到多视角

画面，单场观众的覆盖量超过线下几十倍 [2]。这种模式还

能让剧团实时收集观众反馈，比如弹幕指出某段表演节奏不

好，团队马上就可以在下次演出中进行调整。2024 年，光

是抖音一个平台就吸引了 260 个戏曲剧种入驻。根据资料统

计，有 2975 名专业戏曲演员及 204 家院团机构在抖音开展

了线上直播 [3]。基层院团直播收入均值达 38 万元 / 年，常

德市歌舞剧院通过直播公会实现收入增长 379%，演员人均

增收 2.7 万元。技术培训也改变了业内监督人员的工作方式。

剧团可以用和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一个数字监控系统，用来辅

助舞台演出。比如让系统把灯光音响的配合误差控制在 0.3

秒内，让剧团演出的质量更上一层楼。除此之外，剧团还可

以用 AI 收集并分析剧场三年内入场的戏曲观众偏好数据来

进行演出安排。比如年轻的观众更爱看武戏，监督人员就可

以增加新排剧目的武打场次。北京人艺在搭建数字孪生剧场

时，用 BIM 技术给剧场做了个数字分身。排《茶馆》的时

候技术人员在虚拟剧场里提前走位测试，发现第三幕的灯光

角度有问题，连夜调整方案，正式演出时观众席再没出现“灯

光照不到脸”的情况。这套数字预演系统现在能还原剧场里

的物理细节，连座椅绒布的吸音效果都算得清清楚楚。国家

大剧院研究出了一个“舞台精灵”系统，这系统喂了十万多

场演出数据，能整合演出数据，帮助剧团实现动态表演调整

的技术逻辑相呼应。两家院团的实践说明，科技不是来抢饭

碗的，而是给传统艺术装上了智能助手，既保住老戏的魂，

又解决新难题这些技术应用，还让传统戏曲监督从经验判断

转向数据驱动，既保留艺术精髓又提升管理效率。

3.2 优化监督流程
戏曲演出监督流程的优化需要从排练和技术两个层面

同步推进，在排练阶段监督团队就要给演员去制定一个详细

科学的排练安排，把整体任务拆解成每日具体目标。比如针

对新剧目《牡丹亭》，监督人员会为每位演员设计专属训练

表，包含台词背诵、身段练习、情感表达三个板块，每天排

练结束后核对完成情况并给出调整建议。监督团队还要同步

跟进舞美进度，举个例子，在排练《白蛇传》时监督团队发

现服装组设计的白纱裙与旋转舞台存在缠绕风险，就要立即

组织两个部门来对舞台方案进行调整。在技术环节，监督团

队也需要和各部门一起去对舞台的各种设备进行演出前测

试。比如和灯光组测试每个灯位的亮度、色温和投射角度，

确保灯光既能突出演员表情又不影响布景氛围。跟音响组一

起去模拟不同观众席位的听觉效果，比如在剧场二楼加装

拾音器后发现主角唱段高频缺失，就要及时地去调整调音方

案。监督人员还要组织剧团在演出前对突发状况进行模拟演

习，比如模拟演出时围观群众过多应该如何应对，或者演出

中忽然有道具出现问题应该怎么办等等。监督人员要针对各

种情况做好紧急预案，来提前消除隐患提升演出安全系数。

江苏省演艺集团推出的 Q/JSY 001-2023 标准给当地的演出

管理提供了一个正规的流程，其他从业者也可以在实际工作

中参考这个流程执行。这套标准覆盖了剧团 27 个管理环节，

解决了剧团进行跨地区演出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比如他们

的《牡丹亭》剧组在进行全国巡演时，舞台设备调试原本要

花 8 小时，现在各个部门按标准流程操作就可以把调试的时

间压到 3 个半小时。

3.3 加强人才培养
原有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跟不上行业发展的需求了，

高校是行业的人才储备库，舞台监督人才的培养肯定也要从

教育行业改革开始说起。在课程建设方面，艺术院校应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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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舞台监督方向以及相关的课程。相关院校可以搭建起一个

包含舞台管理基础、戏剧制作流程、演出技术应用等模块的

完整课程框架。打个比方，上海戏剧学院就推出了《舞台管

理与实务》系列课程，老师通过剧本分析、排练计划制定、

技术合成等实训环节去帮助学生掌握舞台演出从前期筹备

到演出执行的全流程技能。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邀请经验丰

富的从业者参与到学校的教学里来，让一线工作者用他们真

实剧组案例来给学生讲解突发状况应该怎么应对、团队如

何进行协调等核心能力。中国戏曲学院与北京京剧院联手打

造了一个实训基地，基地里推行“老带新”实战模式，采用

双导师制去培养复合型人才。对于在职人员，建议剧团建立

一个定期培训机制。比如国家大剧院开展的舞台监督专题培

训，通过技术设备实操、经典剧目复盘、国际专家座谈等形

式，帮助从业者更新行业认知。北京大盛工作室与东方演艺

集团合作的沉浸式培训项目，让学员直接参与《只此青绿》

巡演排演，在真实演出场景中提升灯光控制、机械操作等实

战能力。这批学员最后灯光控制台实操达标率 91%，而机

械故障应急处理考核通过率高达 87%。同时可搭建行业交

流平台，像全国舞台监督论坛这类活动，既能让从业人员分

享剧场安全管理、数字化舞监本应用等前沿经验，又能促进

院团与院校的资源对接。上海戏剧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推出的

进修班还提供剧组实践机会，让学员在专业剧场中完成从彩

排提示到演出现场管控的完整训练。

4 监督机制的实践应用

浙江绍剧院排演廉政剧《萧山相国》时的舞台监督机

制展现了独特创新，排练“魏骥夜巡抗洪”武戏时，动作捕

捉技术发现主演翻跟头落点偏差 15 厘米，老艺人赵秀治带

着年轻演员对着屏幕逐帧比对，硬是把误差压到 3 厘米内，

这个“数字纠错”项目也被列为了非遗创新典型案例。实践

证明，“科技 + 老师傅”的模式让武戏动作准确率从 78%

冲到 95%。道具组复刻明代鱼鳞册遇上难题，监督组拉着

历史学家、非遗传承人和纪委干部开三方会审，最后用桑皮

纸做出放大版田亩账本，扫码能看 23 件重点道具的制作记

录。唱腔设计也玩起高科技，原版“斥贪”唱段太高亢，年

轻观众反馈“听着心慌”。作曲组马上调整，在“尔俸尔禄”

这句加了换气口，混进抒情调式。观众用手机 APP 试听时，

屏幕上的情绪曲线从激烈变成庄重，改完后的版本让廉洁理

念接受度提升 26%。江边实景演出突遇暴雨，监督组启动

体温检测设备，发现两个龙套演员体温骤降，立马换人上场，

还把纸伞避雨编进剧情，这段改编还获得文化厅“非遗活化

创新奖”。后台数据显示，26 台传感器在雨变大前 37 秒就

报警，这套应急机制后来被全省剧团推广。

5 结论

现在我国科技水平正在不断地发展，各个行业都在积

极借助这股浪潮来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在这样一个

新时代的文化发展格局下，戏曲演出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实践

对于推动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来说非常重要。从业者在工作

中应该积极地去引进现在的新媒体技术来打破行业传统演

出模式的一些局限，让戏曲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里，实现更广

泛的传播与互动。优化监督流程也可以确保剧团从排练到演

出的每个环节都得到精细管理，让演出更有质量。高校也要

加强人才培养，为行业输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这样才能够

全方位地来提升戏曲演出在观众中的影响力。未来的行业研

究可以根据技术发展情况继续深挖，比如探索区块链技术在

版权保护与演出溯源中的应用，来构建戏曲艺术数字资产体

系。或者开发元宇宙虚拟剧场监督系统，实现剧团跨地域演

出的实时协同管控。还可以用 AI 建立一个动态评价的指标，

去量化监督机制创新对非遗活态传承的贡献度。相信这些创

新举措能帮助戏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持续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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