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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报驻湖南记者

王伟 实习记者杨砚池）5 月 12 日，

湖南最大的民间美术馆——众森

美术馆建成投入使用并同时举办

了“安仁之春”大型风景画展。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的众森美

术馆由众森美术学院投资建设，

是用于公益文化事业的美术馆。

该馆长年免费开放，并定期举办

学术研讨和少儿美术教育免费培训。

本次举办的安仁之春大型画

展共展出各类作品 200 多幅，用画

布呈现给观者一个风光旖旎的郴

州市安仁县春景，画展为期一个

月，并将开展安仁之春风景画展

学术研讨会等。

日前，长沙市雨花区中南院社区举办了主题为“爱我中华、感念母恩”的“五四”青年节暨中华母亲

节文艺联欢活动。此次活动除了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还评选出了 3 名“母亲典型”。图为长沙市南雅

中学交响管乐团在联欢活动中演奏《红旗颂》。 李 龙 摄

三湘掠影

吉首军分区民兵文化队在新苗乡为苗族群众演出。 刘述光 摄

邵阳市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

益阳安化三所山区小学建起“雷锋书屋”

花甲农民出版苗族巴代文化研究专著

国家一级指挥周祥辉（右上）、知音合唱团团长王宗铭（左上）和团

员们一起读谱、排练。 文 卫 摄

三湘动态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由

花垣县董马库乡 63 岁的苗族老人

石寿贵执笔、总字数达 150 万的

《湘西苗族巴代古歌》、《湘西苗族

古老歌话》等 3 本苗族巴代文化

研究专著，日前分别由湖南人民

出版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

巴代文化，属苗族主流文化，

以祭祀为主要文化特征。因祭祀

仪式的主持者及苗族民间信仰、

苗族古文化主流的传承者被称

“巴代”而得名。苗族文化向来是

心传口授，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

正面临着传承人流失、文献资料

流失、科仪项目流失的困境。

为传承苗族巴代文化，石寿

贵克服种种困难，先后深入贵州、

四川、湖南、湖北、重庆等省（市）

20 多个县，汇集了巴代原始文化

手迹 120 多册，巴代文化文物 160

多件，巴代文化活动图片 1400 多

张，成为“ 苗族巴代文化系列丛

书”最充足的一手资料。（虞 誉）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英）

记者近日获悉，至 4 月下旬，邵阳

市国有的 4 家剧团、10 家电影公司

已全部转企改制，成为面向市场

自主经营的发展主体。

在邵阳市，包括湖南省祁剧

院、市花鼓戏剧团、市歌舞团和电

影公司在内的国有性质的文艺院

团，大多成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去年以来，该市强力、稳妥地

推进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登

记注册了湖南祁剧演艺有限责任

公 司 等 14 家 工 商 企 业 ，置 换 了

1000 余名职工的事业身份。改制

后，变原来的财政简单养人为财

政支持文化事业发展，原财政拨款

基数保持不变；政府采购公共文化

服务和产品优先考虑转企单位；把

转企后国有文艺院团场馆等基础设

施纳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范畴。

转 企 后 的 院 团 ，活 力 初 现 。

其中邵阳市电影公司实行股份制

经营模式，组建了邵阳市电影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引进社会资本，

吸纳职工入股，相继建成 4 家股份

制数字影城，公司经营收入由改

革前的每年 50 万元上升到 800 多

万元。

本报讯 （记者张英）近日，

由新华网、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

捐赠给益阳“雷锋书屋”的 3000 余

册图书，由铁道部门免费运到了益

阳，这批书将被送至安化梅城镇段

家中心小学等学校的“雷锋书屋”。

至此，益阳大学生村官向网友倡议

的“用《雷锋全集》换儿童书屋”活

动 ，已 累 计 收 到 各 地 捐 赠 图 书

9000 余册，安化山区已有 3 所小

学建成了“雷锋书屋”。

据活动主要策划者、益阳大

学生村官丁凯、曾达峰介绍，今年

初，在收到益阳市委组织部赠送

的工作礼物——20 套《雷锋全集》

后，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通过微

博联系愿意捐赠图书的网友，向

其邮寄一本《雷锋全集》，邀请其

在上面题写学习雷锋的心得和勉

励山区孩子的话，并把《雷锋全

集》转赠给身边另一位愿参加图

书流转活动的网友。

倡议得到很多网友响应，并获

得新华网微博支持，“雷锋书屋”微博

专题自3月1日开通以来，《雷锋全

集》在各地网友中传递 700 余人次。

5 月 11 日，湖南省吉首市人民

广场红旗漫卷、苗歌飞扬。在中

央 电 视 台“ 心 连 心”艺 术 团 慰 问

演 出 的 舞 台 上 ，开 场 节 目 是 苗

族 原 生 态 舞《太 阳 鼓》，100 余

面 苗 鼓 同 时 响 起，气 势 雄 浑、震

撼 人 心 。 敲 鼓 的 是 湘 西 自 治 州

民 兵 文 化 队 的 青 年 民 兵 们 ，他

们 的 表 演 赢 得 了 观 众 的 阵 阵 喝

彩。据记者了解，目前吉首军分

区有 500 多支这样的民兵文化队

活跃在湘西土地上，他们已成为

土家族苗族文化传承发扬的“接

力队”。

传承民族文化“挑大梁”

去年 6 月，在湘西州建党 90

周年的文艺晚会活动上，花垣县

排吾乡民兵文化队表演的土家阳

戏《马桑树下》摘得了第一名的桂

冠。谁又能想到，伴随了土家族漫

长历史岁月的阳戏几年前却差点

失传呢？

“土苗文化是宝贵的文化遗

产，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它的

守 护 者 和 传 承 者。”吉 首 军 分 区

2008 年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大力

弘扬民族文化开展民兵思想政治

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民兵文化

组织建设。按照“县有民兵文艺

团体、乡镇有民兵文艺分队、村有

民兵文艺小组”的模式，每个乡镇

建立了 3 至 5 支民兵文化宣传队，

每个村有 2 至 3 名民兵文艺骨干，

全 州 共 建 立 了 民 兵 文 化 宣 传 队

500 多支。确定湘西山歌、土家族

打溜子、苗族接龙舞、苗剧、服饰

艺术等 16 个传统文化艺术项目为

重点，鼓励青年民兵文艺骨干积

极学习和创作。邀请湖南省民族

歌舞团、吉首大学等单位对民兵

文化文艺队伍进行培训，聘请民

间老艺人和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

现场辅导。

“过去总担心西兰卡普（土家

织 锦）就 这 样 失 传 了，现 在 不 会

了，瞧，这是我的女民兵徒弟叶丽

萍编织的《北京八景》。”5 月 3 日，

老艺人叶水云满脸笑容地带记者

参观挂在家里的一幅幅作品。据

统计，湘西州目前列入民族文化

重 点 传 承 人 的 1100 多 人 中 ，有

56%是青年民兵，还涌现出了民兵

鼓舞队、民兵苗歌队、土家织锦民

兵作坊等 10 多支专业队伍，民兵

已经成为弘扬和保护土家族、苗

族文化的骨干力量。

弘扬民族文化“唱主角”

文化队组建后，古丈县河西

镇民兵文化队队长向仁贵到人武

部诉苦，原来由于民兵文化队属

于自愿参加，活动资金不足，加之

部分民兵只是一时兴起，所以文

化队员越来越少，活动开展难以

维系。

事情引起了军分区党委的重

视和思考，党委领导认为，该军分

区土家族、苗族文化底蕴丰厚，可

以充分借助地方文化舞台，让民

兵在文化活动中唱主角，既能激

发文化队员的热情，又能产生一

定经济社会效益，实现双赢。

记者了解到，去年，湘西州先后

举办了湘黔边区“六月六”苗歌节、

民族歌曲大奖赛、苗鼓文化节等活

动。军分区和各人武部对民兵文

化宣传队进行整编、组合、排练，

参加了各种节目演出表演。由于

质量高，效果好，受到活动承办方

的赞扬和群众的喜爱。

在去年苗族的传统节日“四

月八”跳花节上，军分区 18 支民兵

文化队表演了充满苗族文化气息

的精彩节目，男女队员们载歌载

舞，充分展示了湘西民兵的才艺。

提升核心价值“很给力”

今年 3 月，保靖县阳朝乡准备

给民兵上几堂政治教育课，谁知

受到了“冷落”，许多民兵借故请

假，听课的民兵也大都“身在课堂

心在外”。乡武装部长王向龙很是

头疼，文化队长张育良见此便主动

毛遂自荐：“部长，让咱文化队来上

这政治课咋样？”原来，县人武部前

段时间赋予他们创作一台“科学发

展耀保靖”节目的任务，如今正好

派上用场。晚上的“课堂”上，苗

歌《紧跟党的步伐走》、三句半《党

徽耀苗乡》等节目异彩纷呈。很

多青年民兵对记者说：“白天搞训

练，晚上看节目，还能受教育，这

样的形式很给力。”民兵政治教

育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文化队创建以来，军分区党

委积极鼓励民兵文化队创作民族

传统文化节目，将国防教育内容、

党的创新理论、国防法律法规等，

融入到小品、苗歌、三句半等文艺

形式进行表演，利用民族文化塑

造、提升、培育民兵队伍的核心价

值观。并紧扣民兵工作的具体实

践，在推行多样化任务中强化教

育效果。

去年冬天，凤凰县海拔 800 米

至 1100 米的腊尔山台地因大雪封

山，多个村寨进出不便，县城通往

该地区唯一的一条公路积雪厚度

达到 18 厘米，车辆无法通行，信息

不畅，生活物资紧缺，当地苗族群

众产生心理恐慌。腊尔山镇民兵

文化队在深入村寨送物资、转移

群众的同时，利用间隙自创了《冰

雪中的那抹绿》等 6 支苗歌苗舞，

为稳定群众心理，帮助群众战胜灾

害起到了良好作用。现在，民兵文

化队的表演成了每次文艺演出的亮

点，民兵表演的擒拿格斗术、钻火圈

等军事内容节目，深受少数民族群

众喜爱。民兵们在创作、表演过程

中，贯穿和丰富了民兵政治工作的

内容，弘扬了民族文化。

5 月 12 日晚，立夏后的长沙经

过大雨冲刷还透着一丝凉意，位

于五一路上的湖南省艺术研究所

六楼排练室却像以往的周末一样

热闹非凡，这间不足 40 平方米的

简陋房子里坐着 70 多位老少不同

的 人 们：他 们 手 拿 简 谱，目 光 专

注，声音随着指挥抑扬顿挫的响

起。一首原创地方民歌《绿鸟鸟》

在神奇的指挥棒的指引下被演绎

得或高亢或低沉、或粗犷或优雅，

一群机灵、调皮、活泼、可爱的小

鸟向往绿色大自然、向往自由天

空的音乐形象在旋律中荡漾。逐

句逐段，几番练唱，指挥的汗珠模

糊 了 眼 睛 ，团 员 头 上 冒 出 了 热

气。此情此景，让前来采访的记

者心生敬意：真是一群追求艺术

完美的人啊！

这就是在湖南合唱领域颇负

盛名的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知音合

唱团，一群平均年龄超过 45 岁的

音乐爱好者，18 年如一日，没有任

何报酬、坚持业余时间排练，几经

辛勤耕耘，他们在全省乃至全国

性的合唱大赛中数次获奖，还走

出国门，将带有民族特点的合唱

艺术带到了海外。

数年磨一剑
知音成品牌

今年 2 月，知音合唱团应湖南

省侨联“亲情中华”对外文化交流

活动邀请远赴泰国，与该国知音

合唱团联袂献上“知音觅知音”演

出，演出在华侨中反响热烈。合

唱团首出国门便获成功，是 18 年

坚持不懈追求合唱艺术较高境界

的结果。

知音合唱团成立于 1994 年，

由湖南省歌舞团歌唱演员戴君义

组织倡议，招募 30 多名音乐发烧

友成立，起名知音合唱团是应“以

歌会友”之义。

“那时没有活动经费，没有统

一服装和练歌场所，每次排练多

由 大 家 通 过 各 自 私 人 关 系 联 系

场地，有时临近排练了还不知场

地在哪里。”58 岁的副团长张萍

向 记 者 谈 起 当 年 经 历 仍难掩激

动情绪。

在张萍的记忆里，合唱团在

成立之初两年里飘无定所、四处

奔 波 。 从 中 小 学 的 音 乐 教 室 到

单位的礼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在一个工厂的大食堂，时值夏天，

食堂忙着做饭，蒸汽呼呼直冒，大

家就在白茫茫的热气里排练，队

员们一个个满头大汗却仍然全情

投入。

合唱团第一次出省到黑龙江

参加全国比赛，火车因故晚点，大

家一路颠簸，赶到比赛现场时许

多团员已经非常疲惫，为了不影

响演出效果，大家想尽办法调整

状态，最终以银奖第一名的成绩

赢 得 满 场 赞 誉 。 此 时 大 家 才 发

现，所有的参赛团队中，知音合唱

团的着装显得格外寒酸。

经 常 参 加 比 赛 并 屡 次 获 奖

后，“知音”渐渐成为湖南省合唱

界一个响亮的名字。然而乐极生

悲，1999 年合唱团遭遇了一次大

的变故：许多有良好资源依托的

合唱团体纷纷向“知音”团员抛出

橄榄枝，原本近 80 人的团瞬间剩

下不到 20 人。

“合唱团通过变故也得到了

成长，留下来的人紧紧团结在一

起，度过重重困难，成了团里的中

坚力量。”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原所

长 俞 康 生 深 有 感 慨 地 说 。 经 协

商，知音合唱团归到省艺术研究

所，俞康生兼任团长，“知音”自此

有了新“家”。从那以后，合唱团

每周两次的排练，无论风吹雨打

都从不停歇，很多团员工作在身，

有的还身居要职，团里的活动却

也很少缺席，如今登记在册的团

员已达 89 人。

“十几年都是这样不辞辛苦、

不计报酬、坚持排练，实属不易，

这种对艺术的执着和专注精神对

全国的合唱团都有很强示范作

用。”国家一级作曲家杨天解这样

评价。

不是职业团队
唱出专业水准

2000 年，知音合唱团因与一

个人的结缘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次偶然的机会，国家一级指挥

周祥辉被邀请指导合唱团的比

赛曲目，最终被盛情挽留成为团

里的艺术总监和常任指挥。

凭 着 对 合 唱 艺 术 的 多 年 钻

研 ，周 祥 辉 将 专 业 的 理 念 渗 入

音 乐 作 品 的 处 理 之 中 ，将 专 业

的态度贯注到对合唱排练的指

导 里 ，团 员 们 在 作 品 的 处 理 和

把握上日趋成熟。在周祥辉的

带 领 下 ，合 唱 团 先 后 参 加 了 中

国 第 五 届 、第 六 届 合 唱 比 赛 和

中 国 嘉 兴 南 湖 合 唱 节 ，分 别 获

银 奖 和 铜 奖 ，2008 年 参 加 文 化

部 主 办 的 第 十 届“ 中 国 老 年 合

唱 节 ”一 举 获 得 金 奖 ，2009 年

在湖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 国 60 周 年 交 响 乐 群 众 文 艺

汇 演 中 ，获 得 省 直 机 关 文 艺 汇

演一等奖的第一名。

周祥辉向记者介绍，知音合

唱团正努力探索一条“不是职业

团队，但有专业水准”的发展路

子。“我们要打造的是一支不拿国

家工资，但有专业水准的合唱团

队。”周祥辉说。

如今，合唱团不仅在各大比

赛中屡获佳绩，还多次参加新春

音乐会、白诚仁作品音乐会等较

高艺术规格的晚会，与黄华丽、

杨阳等歌唱家都有过成功合作，

一个业余合唱团俨然成了省内

重 大 演 出 和 国 内 重 大 比 赛 中 不

可或缺的一员，并逐渐向专业水

准靠拢。为了保证水准，合唱团

有 严 格 的 入 团 考 试 和 定 期 资 格

审核，从声音、乐感、基本乐理知

识等考察入团者的专业素质，每

月 合 唱 团 都 有 不 少 前 来 报 名 参

团的音乐爱好者。

知音合唱团成员身份各异。

既有国家公务员，也有普通老百

姓；既有商业人士，也有下岗工人；

既有业余爱好者，也有科班演员。

团员最大的年近古稀，最小的才 20

出头，为了共同的音乐爱好相聚于

“知音”。

身为指挥的周祥辉还是湖南

省文化厅分管艺术的副厅长，虽然

平时公务缠身，但合唱团的事务却

从未放松，外出公干回来，经常一

下飞机便直奔排练场地，他的敬业

精神给团员树立了良好榜样。

23 岁的吴斌是湖南省歌舞剧

院一名专业歌唱演员，早在上大学

时便慕名参加了知音合唱团，如

今 依 然 认 真 对 待 团 里 的 每 一 次

演出和排练。吴俊告诉记者，虽

然是业余团队，但大家比专业演

员还敬业，临近比赛时经常要站

在梯台好几个小时，年龄大的团

员不叫苦不叫累，还纷纷为团队

义务服务。“他们的人品和艺德值

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在这里我很

有归属感。”吴斌说。

融入湖湘特色
弘扬民族艺术

随着国内合唱艺术越来越受

关注，群众的参与热情也越来越

高，大大小小的合唱团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出来。据了解，长沙市

现有群众文化团体近 1000 个，其

中合唱团体 200 余个，在长沙市委

宣传部组织的一年一度最佳团队

评选活动中，知音合唱团在历年

评比排名中均进了前六，前年还

被评为全市 20 支最佳群众文艺团

队之一。

现任知音合唱团团长王宗铭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取得

的成绩，主要在于合唱中坚持了独

有特色：即重点突出具有本土色彩

的民族艺术音乐风格。

据王宗铭介绍，每次演出和

比赛时，知音合唱团都要演唱一

首富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民歌，从

土家族、侗族、苗族、瑶族等具有

浓郁少数民族特色的作品到地方

性民歌，这些歌曲让越来越多人

领略到了湖湘文化的音乐精粹。

与知音合唱团有过多次合作

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天解表示，

知 音 合 唱 团 坚 持 走 群 众 文 艺 路

线，演唱的曲目以中国民族歌曲

为主，挖掘、表现湖湘民歌的艺术

魅力是该团的一大特色。“知音合

唱团既有能登大雅之堂的艺术表

现力，也有深入基层的积极性，其

实践对新时期合唱事业的发展有着

启示和借鉴意义。”他说。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知音合

唱团逐渐形成了适合自身的管理

制度，并于 2011 年注册成为民办

非企业单位。谈到该团的未来，

周 祥 辉 表 示，培 养 一 支“ 非 职 业

但专业”的团队既是全国合唱事

业发展的方向，也符合当下文化

体制改革的大势，知音合唱团将

坚守这个方向并努力做出自己的

贡献。

“安仁之春”大型画展在长沙举行

军营文化

传承弘扬苗文化的“接力队”
———吉首军分区民兵文化队剪影—吉首军分区民兵文化队剪影

卫 戈 刘述光 刘 海 周 仁

用 歌 声 传 递 真 情
——记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知音合唱团

本报驻湖南记者 文 卫 张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