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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下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并且人工智能技术在秦腔传统艺术创

新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其可以通过分析和学习大量的秦腔剧目和表演数据。提炼出传统表演中的核心

要素和规律,为艺术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更好地推动秦腔传统艺术的创新发展。对此,本文主

要浅谈人工智能在秦腔传统艺术创新中的应用研究,旨在将先进技术和秦腔传统艺术进行融合,为秦腔

传统艺术注入活力和动力,推动秦腔传统艺术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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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has promoted the matur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certain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traditional art innovation of Qinqiang Op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analyze and learn a large 

number of Qinqiang Opera repertoire and performance data. Extract the core elements and laws of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better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art of Qinqiang Opera.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rt of Qinqiang Opera, 

aiming to integrate advanced technology with the traditional art of Qinqiang Opera, inject vitality and power 

into the traditional art of Qinqiang Opera,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art of 

Qinqiang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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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秦腔作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

历史底蕴和艺术价值,在特定地域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和思想

价值,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中也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观众口味的多样化,秦腔面临

着如何进行创新以适应现代审美需求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决

定秦腔传统艺术是否可以继续发展,是否可以融入时代潮流,实

现创造性的发展。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应用可以解决秦

腔传统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可以为秦腔传统艺术传承和发

展注入活力,通过科技力量带动秦腔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发展,逐

渐推动秦腔传统艺术的大繁荣、大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目标 

1 人工智能在秦腔传统艺术创新中应用的必要性 

1.1秦腔的传统表演形式和内容需要得到传承和保护 

秦腔传统艺术传统剧目和表演方式是秦腔独特的艺术特色,

也是其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体现,为了更好挖掘和利用这些历史、

文化价值,更好地指导现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更好地传承和

保护秦腔传统艺术,就需要做到创新。对于秦腔传统艺术而言,

任何创新都应该在保持秦腔基本艺术特征的前提下进行,以免

失去其本质特征。 

1.2可以保留受众群体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秦腔也需要进行一些创新和改变,

要迎合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通过创新发展可以满足自身需求,

更好地被大众所接受,可以扩大受众群体,例如,可以通过运用

现代科技手段来提升舞台效果和观演体验,例如使用灯光、音效

和影像等手段来增强剧情的表现力。且在剧目的选择上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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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多元化,尝试将现代题材或者年轻观众喜欢的元素融入传

统剧目中,以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1]。 

1.3可以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元素来进行创新。 

在秦腔传统艺术创新时要拓宽视野、更新思路,可以从时代

出发挖掘时代元素,比如,在秦腔传统艺术创新时可以吸收现代

舞、街舞等舞蹈元素来丰富表演形式,或者借鉴现代音乐元素来

提升音乐部分的吸引力。同时,在剧本创作方面也可以引入更多

现代文学和戏剧的元素,以增加剧情的张力和吸引力。 

2 秦腔传统艺术面临的挑战 

在秦腔传统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秦腔流派较多、艺术门类

多,各个流派有不同的要求、艺术类型、历史背景,导致秦腔演

唱风格和方式、唱腔等都是不同的。人们在学习时需要从历史

背景、文化特点入手,并掌握各个流派的表演方式和技巧,耗费

的时间和精力多,导致人们学习积极性不高,不愿意学习,导致

传承人缺失,数量少,严重影响了秦腔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第二,在新时代背景下,主要以网络文化和大众文化为主导,对

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且因为秦腔传统教育和传承方式

较为落实、单一,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求,对此需要进行创新,

改进,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学习和传承需求。第三,在当前时代

的变化发展下,秦腔传统艺术受众群体逐渐缩小,观众流失,导

致戏曲演员数量减少,缺乏年轻群体,导致秦腔传统艺术的传承

难度增加,如何在秦腔传统艺术传承和发展中保持其精华也是

当前人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3 人工智能在秦腔传统艺术创新中的应用 

3.1在秦腔表演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是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可以模拟人的思维能力,在

这种技术下可以实现人机交互,更好地对秦腔表演的动作进行

分析、语音进行识别和情感进行表达,可以让人们更好地学习秦

腔戏曲内涵和风格、演唱方法和技巧等,可以降低人们的学习难

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动作分析方面,人工智能可以

通过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对秦腔表演中的身体动作、手

势和面部表情进行分析和分类,提炼出表演中的技巧和艺术特

点。在语音识别方面,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对秦腔唱腔和念白进行语音转文字的处理,为表演艺术

的分析和研究提供便利,便于表演者深入把握秦腔唱腔特点和

规律,掌握更多的方法,带给表演者独特的体验。在情感表达方

面,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分析秦腔表演中的声音、语调和节奏等要

素,识别和判断表演中的情感表达,为剧情理解和角色塑造提供

有益的参考,便于提升表演者的表演魅力和水平,提高表现力,

可以在后期表演中吸引观众,唤醒患者的情感共鸣,从而提高秦

腔表演水平和艺术价值[2]。 

3.2在秦腔剧目创作和编排中的应用 

除了对表演本身的分析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用于秦腔

剧目的创作和编排,可以为表演者提供一种先进的手段和方法,

可以激发表演者的创作灵感,可以让表演者更好地编排秦腔曲

目。在人工智能技术下表演者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研究把握其

规律和特点,可以深度挖掘数据潜在价值,根据自身的创作意图

进行利用,想象,融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逐步积累创作经验,形

成新的戏曲剧本。比如,表演者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创作者进行剧本创作和台词编写,提

高创作效率和艺术水平。在以上方法下可以为戏曲创新注入新

的元素,促使戏曲表演风格和方式都可以发生变化,更好地满足

观众的欣赏需求。 

3.3在虚拟演员创作中的应用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可以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创作出

不同的虚拟人物,可以根据人们的思想和创意、观众需求创作

出多个不同的虚拟演员,直接通过虚拟演员进行剧目角色表

演,提升表演力,可以代替人员进行表演,有效发挥人工智能

技术优势,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对在虚拟演员的创作下可

以直接进行模型训练和数据分析,可以将人们的各种想法输

入其中,让虚拟演员可以自主学习和自动表演,提升表演的灵

活性,多样性,从而解决人表演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问题,不

需要通过更长的时间和精力就可以掌握多种角色技巧,进一

步减少戏曲传承的时间和费用成本。比如在演员创作时要突

破传统娱乐、游戏、搞笑角色风格的限制,要为演员赋予垂直

的才艺,打造数字化秦腔演员,赋予演员们人格化的数字形象,

成为秦腔艺术智能化发展的代言人,最终实现传统艺术和现

代群体的结合[3]。 

3.4在演员角色选择和培养中的应用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可以更好地进行秦腔艺术表演演

员的选择和培养,确保作品演绎走向成功,比如人们可以采用数

据分析和人脸识别技术来选角,可以为剧组提供更加精准、可靠

的信息,让剧组选择出更合适和具有潜力的演员。此外,在虚拟

现实技术的应用下,剧组可以模拟各种戏曲表演场景,可以加入

一些新要求、新条件,可以让新人演员更好地练习,实践,探索,

逐步提高演员们的表演水平。 

3.5观众互动和推广 

在人工智能技术下应用下人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对不

同受众群体的特点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可以得出观众们的

需求、个性化特点、年龄和喜好等,后通过相关平台终端进行个

性化戏曲剧目的推送,有效满足观众的个性化需求。在观众浏览

和分析后数据平台可以自动记录相关信息,便于后台调整方案,

自动为用户推送新的演出剧目和信息内容。观众也可以通过平

台和演员、创作者进行沟通交流,可以通过留言、评论、点赞等

方式更好地互动交流,为观众带来丰富的体验,让观众在人机交

互中进一步了解秦腔艺术,最终提高秦腔艺术的吸引力和影响

力。比如,在视频动作捕捉技术的应用下,可以观众也参与到秦

腔戏曲人工智能演绎中来,通过演绎系统实现各个动作的捕捉

分析,可以让观众直接和视频中的虚拟戏曲角色进行互动,可以

共同演绎视频,为观众搭建真实的舞台场景。 

3.6机器学习和智能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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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下创作者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

对秦腔剧目、演员表演、观众反馈等信息进行分析和挖掘,对数

据信息进行整理,从而为秦腔艺术的创新提供更加科学和精准

的决策支持。同时,通过智能推荐技术,可以根据观众的兴趣和

喜好,为他们推荐更加符合其需求的秦腔作品,可以将观众的评

价和反馈等数据信息融入智能创作中,可以不断改进剧目,更好

地满足观众需求,提升观众的体验感[4]。 

4 人工智能技术和秦腔传统艺术创新的未来发展 

对于任何一些保留至今、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都需要随着

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在创新改革、

深度融合中历练、壮大,才可以焕发生机和活力,绽放色彩,而做

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和秦腔传统艺术进行结合,

可以通过秦腔艺术创作平台打造虚拟人物,实现虚拟化表演,为

后期秦腔创新发展预留空间。在当前这个网络时代下,人工智能

技术可以将人和人、人和物、人和记忆、人和未来进行连接,

形成多样化的情感载体,并将传统和时尚进行结合,吸引更多年

轻群体的关注,从而推动秦腔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发展。 

对于未来,需要秦腔传统艺术中心加强重视,要制作出秦腔

相关动画、电影等多元化产品,将秦腔表演者的个人经历、秦腔

艺术发展历史融入其中,可以凝练秦腔精神品质,讲述秦腔特色

文化。并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下打造出更多立体化、多样化、

体验型、交互式的秦腔作品,可以通过直播方式和观众互动。此

外,人们还需要对传统文化时尚包装和秦腔传统艺术进行结合,

通过二次创新,促使传统文化可以在智能化领域中实现产业发

展,赋予传统艺术时代特色,拓宽更多和观众互动的渠道。另外,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秦腔传统艺术创新中的应用还

处于探索阶段,其实际效果和应用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验

证和评估。同时,在应用过程中也需要保持对秦腔艺术的尊重和

保护,避免过度依赖技术手段而忽略艺术的本质和独特性[5]。 

5 结束语 

总之,秦腔传统艺术的创新需要在保持其本质特征的前提

下进行,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拓展剧目选择和借鉴其他艺术

门类的元素等方式来提升其艺术表现力和吸引力,同时,也需要

注重培养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素养,让他们能够更好地

理解和欣赏秦腔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并把握人工智能技术下

秦腔传统艺术创新发展趋势,为秦腔乃至中华优秀戏曲文化赋

能,努力探索未来“线下固本传承,线上创新传播”的秦腔发展

全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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