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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4 月 26 日 傍 晚 ，雨 后 的 湖

南 郴 州 显 得 格 外 清 新 秀 美 ，装

扮 得 节 日 般绚丽的郴 州 市演艺

中心内人头攒动，大厅里不时传

出清逸婉转的昆曲曲调，市民们

正津津有味地享受着难得的艺

术大餐——为期 4 天的“相约郴

州”海峡两岸昆曲交流展演正在

这里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八

大昆剧院团先后为市民演出了 3

场昆曲折子戏和 2 台昆曲大戏，

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让观众大

饱眼福。

开幕式后的首场演出是由

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国家舞台

艺 术 精 品 工 程 入 选 剧 目《红 楼

梦》，其流转入骨的念白、清丽婉

转的唱腔、婉转悠扬的配乐，以

及惟妙惟肖细腻生动的唱念做

打，将现场 1200 多名观众带入了

拥有 600 多年历史的古老艺术之

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的情

绪也与台上的演员一起经历悲

欢离合，人们为黛玉伤感叶落花

凋而悲伤，更为宝玉和黛玉的有

情人难成眷属唏嘘不已，环环相

扣的故事情节和演员的精彩表

演 让 现 场 的 昆 剧 戏 迷 直 呼 过

瘾。坐在前排的 90 岁老人彭淑

珍对记者说：“今晚让我想起了

儿时和家人一起到庙会看昆剧

的情景。”

台北昆剧团表演了包括《琵

琶记·南浦》、《牡丹亭·游园》、

《牡丹亭·惊梦》、《邯郸记·扫花》

在内的６出经典曲目。记者在

现场看到，来自台湾的演员唱腔

讲究、身段优美，博得了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和叫好声。《牡丹

亭·惊梦》中杜丽娘的扮演者刘

月凰表示，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舞

台上表演，有点紧张，希望今后

有更多机会与大陆同行交流。

据台北昆剧团团长应平书

介绍，台北昆剧团所有演员都是

业余的，以在台湾推广昆曲为目

的。剧团每年都会从上海昆剧

团请专业老师赴台进行昆曲教

学和推广。近 10 年间，台北昆剧

团多次往返两岸进行交流活动，

这是第一次将整台戏搬来大陆

演出。“算是次大胆的尝试，让大

陆观众看一些台湾推广昆曲的

成果。”

62 岁的应平书是退休以后

才开始学习昆曲的，她对把中国

昆曲比喻成兰花感同身受。她

说，你只要学习昆曲、走进昆曲，

就 会 领 略 到 它 高 洁 、清 雅 的 魅

力。她在台湾校园推广昆曲取

得了很好的经验，“你首先得让

他进来，昆曲的魅力就会让他不

再想出去。”

折子戏专场的《武松打店》

由 北 方 昆 曲 剧 院 演 出 ，《荆 钗

记·见 娘》由 永 嘉 昆 剧 团 演 出，

《烂柯山·前逼》由上海昆剧团演

出……这些折子戏体现了雅致

和宫廷化的特色。

4 月 29 日展演了位于郴州的

湖南昆剧团演出的《白兔记》，由

于融入了地方方言的唱腔和风

格，引起了市民和票友的阵阵叫

好，将展演推向了高潮。

湖南昆剧团团长何初贤向

记者介绍了湘昆的特点，昆剧从

江苏流入湘南后有了一些地方

化的表现，如念白和唱腔上融入

了当地方言特点，武戏剧目相对

多 一 些 ，火 爆 的 斗 打 表 演 更 粗

犷，更受当地群众喜爱。

前来观摩的湖南省艺术研

究所所长邹世毅多年研究戏剧

历史、理论和创作，他对湘昆有

较独特的见解：昆曲的湖南地方

化，其显著的标志在于湖湘文化

的主体精神、湖湘文化的结构形

态、湖湘文化的个性品格、湖湘

文化的审美趣味等重要因素对

它 产 生 的 全 面 影 响 ，使 它 相 悖

于、相异于、创新于原产地的艺

术形态和艺术原则，成为人们习

称的真正“湘昆”。

此次活动是继 2010 年“相约

郴州”全国经 典 昆 曲 展 演 后 举

办 的 又 一 次 全 国 性 大 型 昆 曲

交流展演活动，由郴州市委、市

政 府 举 办 并 得 到 了 文 化 部 、国

台 办 、湖 南 省 文 化 厅 等 相 关 部

门的支持。展演主要包括林邑

讲 坛、昆 剧 展 演、专 家 研 讨 会、

台湾艺术家郴州之旅等主题活

动。海峡两岸昆曲交流展演给

郴州带来巨大影响。正像郴州

市委书记向力力所说：“将进一

步 升 华 市 民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

提升郴州的城市文化品位和城

市 影 响 力 。 特 别 是 湘 昆 根 植

郴 州 基 层 民 间 的 深 厚 土 壤 并

生 根 、开 花 、结 果 ，在 保 护 、传

承 和 发 展 中 不 断 成 长 ，多 次 代

表 文 化 部 出 国 交 流 访 问 ，已 成

为 推 介 郴 州 、宣 传 湖 南 、展 示

中 华 璀 璨 文 明 的 一 张 精 美 文

化名片。”

幽兰飘香 昆曲之美
——海峡两岸昆曲交流展演侧记

本报驻湖南记者 文 卫

继李白、杜甫和孟浩然之

后，咏洞庭的又一名篇出自唐

代著名诗人刘禹锡（772—842）

之手。他是洛阳人，与柳宗元

一道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

同遭贬谪。他在朗州（今湖南

常德）做了 10 年司马，写作诗

文近 200 篇。他在搜集、整理

湖南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

润色而创作的竹枝词尤为脍炙

人口。贬逐南方期间，他曾多

次来去洞庭，留下一首奇思壮

彩的山水小诗《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

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

白银盘里一青螺。

诗人笔下，皓月清辉之下

的洞庭，山愈青翠，水愈清澈，

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

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

巧玲珑的青螺（指君山）。想象

得奇特，比喻得巧妙，真是匪夷

所思，给人以莫大的审美享受！

刘禹锡还写了一首吊古抒

怀的绝妙好词《潇湘神》：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

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

湘深夜月明时。

《潇湘神》又名《潇湘曲》。

此调创始于刘禹锡。词咏湘妃

故事，正是调名本意。楚客本

指屈原，这里是作者自比，因为

他的遭遇与屈原极为相似，且

又被贬在屈原流放之地，所以

他和屈原一样，有着难以排遣

的哀怨，他多么希望成为善于

鼓悲瑟的湘灵的知音！静谧的

湘江月夜，无穷的惆怅，沾满泪

痕的斑竹，同想象中如怨如泣、

若有若无的湘灵瑶瑟声梦幻般

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迷惘

倘恍、亦幻亦真的艺术境界，使

读者不能不为之动情！

在刘禹锡之前，唐肃宗、代

宗年代，另一位著名诗人刘长

卿（约 709—约 786）因“刚而犯

上，两遭贬谪”。他是河间（今

属河北）人。大历年间，第二次

迁谪来到长沙时，曾在一个深

秋的傍晚只身访问贾谊故居，

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长

沙过贾谊宅》：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

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

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

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寞

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与贾谊类似的遭遇，使诗

人伤今怀古，感慨万千。“秋草”

“寒林”“人去”“日斜”，渲染出

故宅一片萧条冷落的景色。湘

水无情，流去了多少时光。楚

国的屈原哪能知道上百年后，

贾谊会来到湘水之滨吊念他；

而西汉 的 贾 谊 也 何 曾 想 到 近

千年后，会有一位知音迎着萧

瑟的秋风独个儿来凭吊他的

故居？读完诗篇，人们仿佛看

到了诗人那抑制不住的泪水，

听 到 了 诗 人 一 声 声 伤心哀惋

的喟叹。

唐末五代诗人谭用之，怀

才不遇，仕途困踬。他游宦他

乡，羁旅湘江之时，也留下一首

很有名的诗《秋宿湘江遇雨》：

湘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

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

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

橘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

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诗人借湘江秋雨的苍茫景

色，抒发其慷慨不平之气。他

用雅致而又夸张的笔触，为锦

绣潇湘勾勒了一幅雄奇壮美的

图画：湘江沿岸，美丽的木芙蓉

绵延万里，灿烂如五彩云霞的

花朵迎着秋风飘舞；村里村外，

千家万户挂满薜荔，碧绿的藤蔓

经秋雨一洗，暮色中显得更加苍

翠。江山如此多娇！诗人又借

西晋志士刘琨闻鸡起舞——舞

剑的典故，表现了其干时济世

的豪迈情怀。

后人称湖南为“芙蓉国”，

其源即出于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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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昆曲剧院为郴州市民演出昆曲大戏《红楼梦》

章 玲 摄

台北昆剧团为郴州市民演出折子戏《牡丹亭·惊梦》

章 玲 摄

长沙市两家保护传承中心揭牌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英）

日 前 ，长 沙 市 湘 剧 保 护 传 承 中

心、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举行成立揭牌仪式，这标志着两

家市直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阶

段性任务基本完成。改革后的

文艺院团，将进一步打造艺术精

品，继续实行“艺术惠民”公益演

出，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湘剧《古画雄魂》入围全国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30 台后，将冲

刺全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10 台；

花鼓戏《城里山歌》经过改编和演

出，正全力打造花鼓戏代表作。

“长沙画派”举行长沙窑风情作品展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英）

近日，“2012·域——长沙画派长

沙窑风情八人作品展”在湖南千

年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开展。展出

的 48 幅作品均以“长沙窑”为创作

题材，表达了画家对长沙窑文化

的感受和理解。

展览的参展团体“长沙画派”

为省内自发组建的艺术团体，参

展成员包括杨东平、刘禾、童柯

敏、彭关、孙新华、张承其、周彪、

刘佳林 8 位湖南本土的油画艺术

家。8 位艺术家的参展作品风格

各异，或诗情写意，或热情奔放，

或华丽浓艳，或清雅幽静，展现出

长沙窑文化的各种风情。展览将

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持续到 5 月

17 日结束。

据悉，“长沙画派”于今年 1 月

正式成立。发起人杨东平表示，

“长沙画派”因域而生，目前的 8

位艺术家均是长沙人，将以湖南

本土文化为依托，关注地域文化

的 亮 点 ，寻 味 其 中 的 价 值 与 意

义 ，体 味 和 感 悟 人 生 、社 会 、历

史、艺术。

大型电视纪录片《湘商时代》开拍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英）

日前，2011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

颁 奖 盛 典 暨 大 型 电 视 纪 录 片

《湘商时代》开机仪式在长沙举

行 。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近 300 名

湘 商 代 表 参 加 了 仪 式 ，湖 南 省

委 原 书 记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原 主

任、省政协原主席刘夫生，湖南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蔡 力 峰 ，

湖 南 省 政 协 副 主 席 张 大 方 ，湖

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龙国健等出

席仪式。

据纪录片总 顾 问 伍 继 延 介

绍，这 部 长 达 10 集 的 电 视 纪 录

片 ，正 式 奏 响 了 湘 商 引 领 华

商 的 序 曲 ，将 通 过 湘 商 是 什

么 、湘 商 为 什 么 能 露 锋 芒 于 当

下 、为 什 么 湘 商 能 影 响 中 国 等

话 题 ，带 领 世 人 走 进 湘 商 这 个

地 缘 群 体 ，淘 洗 湘 商 的 核 心 价

值与文化。

会 上 ，百 名 杰 出 的 湘 商 代

表 集 体 向 近 代 化 学 工 业 之 父

范 旭 东 等 10 位 湘 商 先 辈 们 致

敬 ，展 现 了 一 股 正 在 崛 起 的 商

业 力 量 。 并 揭 晓 了 2011 年 度

湘 商 十 大 风 云 人 物 、十 大 新 锐

人 物 、湘 商 消 费 十 大 价 值 品 牌

等 奖 项 ，其 中 湘 商 年 度 人 物 特

别 大 奖 由 三 一 集 团 董 事 长 梁

稳 根 、新 华 联 集 团 董 事 长 傅 军

获 得。

江华举行首届“神州瑶都”帐篷音乐节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英

通讯员李光平）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江华瑶族自治县在秦岩风景

区举行首届“神州瑶都”大型帐篷

音乐节。大型帐篷露营、户外大

型摇滚音乐会、中国奇人挑战吉

尼斯世界纪录以及瑶族原生态歌

舞表演等活动，为“五一”小长假

送上了一场盛大的文化盛宴。

本次音乐节共吸引省内外游

客 3 万余人，慕名参展的旅游商品

生产企业达 60 余家，为宣传神州

瑶都品牌、推广江华旅游搭建了

有效平台。

4 月 下 旬 的 一 天 ，黄 昏 时

分。桃源县龙潭镇徐家坪村的

集市广场装扮一新，份外热闹。

村民们扶老携幼，带上凳子早早

坐在演出现场等候，有的村民甚

至从几公里之外赶来，大家耐心

等待的便是在当地颇负盛名的

“半边天艺术团”的精彩演出。

“半边天艺术团”是由龙潭

当地一群热衷文艺活动的家庭

主妇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文艺

活动团体，近两年来，她们先后

演出 100 多场次，足迹踏遍桃源

县，观众达数万人，受到当地群

众的热烈追捧。

走出小家庭 登上大舞台

龙潭镇是一个离县城 45 公

里的山区大镇。在新农村建设

热 潮 中 ，龙 潭 镇 的 经 济 全 面 发

展，但群众文化生活仍然落后，

村民们闲暇时多靠打牌度日，村

里风气散漫。从小擅长文艺的

苏乐枝想：“何不利用自己的文

艺 爱 好 和 专 长 ，组 建 一 个 艺 术

团，改善乡村文化生活呢？”她把

想法告诉了几个好姐妹后，立即

得到积极响应。不久，一个由 6

人组成的“新潮女子管乐队”和

15 人组成的“半边天艺术团”出

现在龙潭镇。

艺术团成立之初没有场地，

苏乐枝就把自己家的房子腾出

一 间 。 没 有 经 费 ，她 们 各 垫 资

500 元，买来乐器音响。苏乐枝

和徐凤姣又各出资 5000 元购买

了服装道具，姐妹们根据各自的

专长和爱好，自费买来录音机和

数十盘小品、歌曲、舞蹈、管乐等

影碟。业余时间，为了让表演传

神到位，团员们不厌其烦地请教

老师，不辞辛劳地集体训练，俨

然一副专业艺术团体的做派。

艺术团成立后便开始走村

串户，送戏下乡，正式登上了乡

村文艺大舞台。

同观村文体活动中心落成

庆典时，管乐队队员们穿一身绿

色套装，肩章帽徽闪闪发亮。她

们吹奏《走进新时代》、《常回家

看看》、《难忘今宵》、《在希望的

田 野 上》…… 一 首 首 响 亮 的 名

歌，一曲曲欢快的音乐，吹得大

家心花怒放。

团员小何告诉记者：“如今

大家的物质生活丰富了，是党的

领导好，建设新农村政策好。所

以每逢喜庆场合，我们必吹《社

会主义好》、《歌唱祖国》、《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乐队只

有两把小号、两管长号、一把大

号、一面大鼓、乐器虽少，通过大

家的勤学苦练，能流畅地吹奏上

百首歌曲。

编演多种剧 文化倡新风

艺 术 团 的 姐 妹 们 ，吹 拉 弹

唱，个个都是多面手。她们先后

自 主 排 演 了 歌 舞《万 泉 河 水》、

《欢天喜地》、《欢聚一堂》，常德

丝弦《绿蒲扇》，黄梅戏选段《对

花》，湖南花鼓戏《补锅》、《刘海

砍樵》，喜剧小品《刘三姐对歌》，

节目形式多样，活跃和丰富了乡

村文化生活。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反映新农村现实生活，艺术团还

在改变传统习俗、引领乡村新风

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他们针

对农村打牌赌博、重男轻女、婆

媳矛盾等问题，自编自演了富有

教育意义的文艺节目。有宣传

生儿生女一个样的小品《五朵金

花》；有反映赌博影响家庭和睦

的小品《妇女禁赌会》；有鞭挞嫌

弃婆婆不尊老的小品《有钱就是

娘》；有告诫养儿不教，长大不孝

的方言小品《望子成龙》；有歌颂

党的政策好，反映农村新面貌的

常德丝弦《歌唱新农村》等。

小品《有钱就是娘》说的是

一嫌贫爱富的媳妇因冷落穷婆

婆 而 发 生 的 一 系 列 滑 稽 的 故

事。她们声情并茂的表演，触动

了很多观众的心灵。在田坪界

演出后，当地一媳妇开始深刻反

省自己的行为，最终主动向婆婆

赔 礼 道 歉 ，一 家 人 从 此 冰 释 前

嫌，和和美美。丈夫深有感慨地

说：“想不到啊！一个小品剧化

解了我们家多年的矛盾。”

节目寓教于乐，让群众在娱

乐笑声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去

年，艺术团在落家坪村支书邹云

华家演出时，县领导看完节目后

称 赞 小 品“ 现 实 性 好 ，针 对 性

强”。“半边天艺术团”也得到了

县文化局 1 万元的拨款。

舍家讲奉献 赞誉满山乡

艺术团成员平均年龄 40 岁，

年龄大的成员已经孙儿绕膝，年

龄小的也过而立之年。被人们

戏称为“妈妈艺术团”。她们为

人妻母，身兼数职，为了艺术团

的演出经常不得不舍弃小家庭

的事务。

团长苏乐枝的丈夫是湖南

省有线电视龙潭站站长，她自己

还在镇上有一营业门面，日常工

作繁忙。有紧急演出任务时，她

经常放弃门面业务，坚持参加活

动。刘菊英家住离龙潭镇 4 公里

远的腊树垭村，丈夫常年工作在

外，家中只有 80 多岁的老父亲，

赴外演出时，3 岁多的小孩便常

常寄托在邻居家里。团员宋文

丽的父亲去年因病去世，在接到

去邻村演出的通知时她正忙于

办理父亲丧事。小宋二话没说，

立即赶去。团员小何曾因骑车

摔 倒 ，身 上 几 处 受 伤 。 为 了 演

出 ，她 多 次 强 忍 身 体 伤 病 的 痛

苦，主演了一系列精彩的歌舞节

目，场场博得观众热烈掌声。

勤于耕耘就有收获。随着

艺术团表演水平不断提高，在群

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谁家新

婚寿宴，哪里开业喜庆，何处新

屋落成，人们都会请“女子管乐

队”或“半边天艺术团”。有时还

被请去数十公里外的邻县演出。

吹 拉 弹 唱 的 妈 妈 们
———记桃源县龙—记桃源县龙潭镇潭镇““半边天艺术团半边天艺术团””

本报驻湖南记者 文 卫 张 英 通讯员 王成宗

4 月 28 日，湖南省郴州市民纷纷来到苏仙区裕后街“百姓大舞台”，以自荐的方式登台进行文艺表演。图

为福利院的残疾女孩春春，坐着轮椅演唱《感恩的心》。 文 卫 摄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王伟

实习记者佘希）5 月 7 日，“卢俊卿

幸福企业（长沙）报告会”在长沙

举办。“幸福 企 业 理 论 的 奠 基 人

与成功的实践者”卢俊卿带来了

他的新书《幸福企业才是最好的

企业》。

此书自今年面市以来，受到

了企业家们的追捧，销售量颇高。

在 现 场 ，来 自 湖 南 及 周 边

省 市 的 企 业 家 相 聚 一 堂 ，学 经

验 ，交 朋 友 ，寻 商 机 。 10 多 位

湘 商 代 表 发 表 了《创 建 幸 福 企

业 宣 言》，共 同 宣 誓 ：“ 以 人 为

本 ，创 建 幸 福 企 业 ；至 诚 至 信 ，

勇 担 社 会 责 任 ；用 爱 经 营 ，共

建 和 谐 社 会 ；共 同 富 裕 ，推 动

幸 福 中 国！”

湘商代表发表《创建幸福企业宣言》

三湘基层行

湖湘文化名篇共析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