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7月11日 星期三
32

本版责编 张晓楠 金 晏 张 玲
湖湘文化·展演

E-mail:zgwhbhunan@163.com 电话：0731-84899989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
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

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

歌 舞 团 ，创 建 于 1958 年 2 月 。

多年来，该团遵循出精品、出人

才，努力发展民族歌舞艺术的

立团宗旨，坚持队伍建设，坚持

艺术创作，坚持走民族化道路，

演出了一批反映湘西土家、苗、

汉等各族人民生活和风土人情

的优秀节目。曾多次作为文化

使者代表国家或湖南省赴新加

坡、马来西亚、日本、波兰等国

家和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

区 访 问 演 出，受 到 高 度 赞 誉。

由该团排演的大型民族舞蹈诗

《扎花女》、大型歌舞《五彩湘西

韵》、双人舞《山民》等曾获全国

大 奖 。 该 团 还 培 养 了 以 宋 祖

英、胡明珠、余大鸣等为代表的

一大批在全国文化艺术界享有

较高声誉的优秀艺术人才。

改制后的公司正与张家界

魅力湘西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演

出大型旅游晚会《魅力湘西》，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民族歌舞组合《湘西民族

风》浓缩和集中了湘西土家族

苗族的歌舞元素，追求的是地

道 的 湘 西 风 格 ，纯 正 民 族 韵

味。其气氛既热烈欢快又婉缓

抒情。

衡阳衡州花鼓戏艺术有限
责 任 公 司 最 早 称“ 得 胜 衡 剧

团”，1950 年 12 月由市政府整编

为衡剧工作队，1954 年更名为

“衡阳市花鼓戏剧团”。剧团先

后 改 编 创 作《打 铁》、《红 岩》、

《孔繁森》、《喜盈门》等一大批

古 装 与 现 代 剧 目 。 目 前 拥 有

2 支演出队，81 名演职人员，每

年下乡演出 400 场以上，深受广

大城乡观众的喜爱。

转 企 后 的 衡 阳 衡 州 花 鼓

戏 艺 术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明 确 要

抓 好 艺 术 生 产 、精 品 生 产 ，着

力 打 造 文 化 品 牌 ，创 造 体 现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体 系 的 精

品 力 作 ，提 升 企 业 的 核 心 竞

争力。

衡州花 鼓 戏 曾 为 我 国 第

一 代 和 第 三 代 领 导 人 演 出 ，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 和 深 厚 的

群 众 基 础 ，2010 年 被 批 准 为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项 目 。 衡 州 花 鼓 戏《小 打

铁》是 衡 州 花 鼓 戏 流 派 代 表

剧 目 之 一 。 讲 述 三 圣 母 之

子 刘 沉 香（化 名 李 元 宝）为

劈 华 山 救 母 ，下 山 访 师 打 造

宝 刀 。 毛 国 金 不 学 无 术 ，打

刀 不 成 ，走 投 无 路 之 时 ，幸

得 祖 师 变 身 相 助 ，方 将 宝 刀

铸 成 的 故 事 。

常德市湘楚歌舞剧院有限
公司是在原常德市歌舞团的基

础上重新组建而成，以歌舞、丝

弦、大型综艺节目和剧场经营

为主。

常德丝弦是我国十大曲艺

品种之一。它唱词典雅、曲调

优美、旋律朗朗上口，早在上世

纪 70 年代就已唱响大江南北。

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澧水船夫号子是流传于澧

水流域的一种劳动号子，和常

德丝弦一样，也已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以

反映船工们苦难生活和战天斗

地的劳动场面为主题的一种独

特的民间音乐，曲调复杂多变，

富有气势，生活气息浓厚。歌

舞《澧水船夫号子》用舞蹈的形

式生动地表现出船夫们紧张激

烈的劳动过程：从起航到遇风

暴、闯急流、过险滩，最后战胜

艰险，继续在平静水面行驶的

情景。那声声不息的歌声，飞过

崇山峻岭，穿过百转千回，成为一

种生命的交响，汇入山里汉子的

血脉，回荡在青山绿水之间。

娄底市涟源市湘剧演艺有
限公司挂牌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 ，其 前 身 是 涟 源 市 湘 剧

院，始建于 1950年，系湖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60多

年来，该院坚持“二为”方向和

“双百”方针，着力打造精品力

作，演艺惠民，服务百姓。通过

一代代湘剧艺人的不懈努力和

奋力追求，涌现了一大批优秀

演职人员，创作出了一大批优

秀剧目，荣获省市多项大奖。

公 司 现 有 在 职 干 部 职 工

50 名，是一家集专业表演、综

合 服 务 于 一 体 的 企 业 公 司 。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入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

元化文化需求，涟源湘剧人大

胆探索、开拓创新，从过去单

一的传统戏演出形式中解脱出

来，集传统、现代、歌舞、小品于

一体的多元化演出形式，深得广

大观众青睐。

湘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湘剧表演唱《百年经

典永传承》以高腔表演的形式

展示了古老的长沙湘剧百多

年来在湘中这块热土上的繁

衍、传承、发展与创新，尤其是

在梅山文化与本地域文化的

陶冶下，所形成的粗犷、泼辣、

豪放、别具一格的风格，通过

演唱形式，颂扬了湘剧服务人

民、服务涟源、服务湘中所取

得的无可替代的艺术功能和

美好前景。

衡阳祁剧艺术有限责
任 公 司 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正式挂牌成立 ，现 有 演

职 人 员 166 名 ，其 前 身 衡

阳 市 祁 剧 团 成 立 于 上 世

纪 50 年 代 ，为 传 承 和 发

展 祁 剧 艺 术 ，丰 富 衡 阳

人 民 的 文 化 生 活 做 出 了

突 出 贡 献 。 历 年 来 ，该

团 挖 掘 整 理 、创 作 排 演

优 秀 剧 目 300 余 出 ，其 中

《甲 申 祭》荣 获 文 化 部 文

华 奖 ，与 省 祁 剧 院 合 作

创 作 的 剧 目《梦 蝶》荣 获

“ 田 汉 大 奖”。

衡 阳 祁 剧 2006 年 和

2008 年先后被列入湖南省

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

祁剧折子戏《跑坡》是

反映薛平贵与王宝钏忠贞

爱情故事的祁剧大型连台

本传统戏《跑坡登殿》中的

一折。主要讲述官宦富家

之女王宝钏爱上穷汉薛平

贵，并与之私奔，在一破寒

窑喜结良缘，后薛平贵离

家从军，一去十八载，王宝

钏独守寒窑，每日靠挖苦

菜度日。薛平贵从军十载

荣归，武家坡前得见妻子

王宝钏，便以陌生人身份

调戏妻子，试探妻子忠贞

的故事。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有
限责任公司（原湖南省杂技

团）成 立 于 1959 年 ，50 多 年

来，该团在继承我国民间传

统艺术的基础上，在长期的

艺 术 实 践 中 ，大 胆 创 新 ，不

断 追 求 综 合 艺 术 的 完 美 ，

创 造 出 一 大 批 时 代 气 息 浓

郁、民族特色精湛的杂技节

目，其 中，《春 蚕 吐 丝》、《秦

俑 魂 —— 爬 杆》和《四 人 柔

术》等节目分别获得国际国

内大奖，并培养了一批优秀

杂 技 艺 术 人 才 。 曾 先 后 50

多次应邀赴美国、德国、西班

牙、日本、尼日利亚、澳大利

亚 和 厄 瓜 多 尔 等 40 多 个 国

家和地区演出，已成为湖南

对外文化一张耀眼的名片。

改制后的公司现有演职

人员 110 名，拥有《时空之旅》

演出一团、《芙蓉国里》演出二

团、艺术创作研发部、人力资

源部、学员培训部、对外联络

部、演出经营部等职能部门，

已是我国有较强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杂技团队。

此次参加展演的是由柔

术、绸吊、蹬球串演的《杂技集

锦》。其中《柔术》节目挑战人

体极限，演绎生命奇迹，美轮

美奂、刚柔相济，用赏心悦目

的造型诠释青春的韵律，曾于

2010 年获越南国际马戏节银

奖；《绸吊》节目则用刚柔肢

体缠绵着情的悱恻，优美造

型濡染着梦的馨甜；《蹬球》中

蹦跳蹦出球技高招，灌篮灌出

心潮澎湃。

株洲市神龙演艺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2 年 4 月，由原株洲市

艺术剧院改建而成，是株洲市唯

一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承担着

全市戏剧、歌剧、歌舞剧、音乐剧

的创作排演等任务。公司下设综

合部、人事教育部、艺术创作部、

花鼓戏展演部、歌舞剧展演部、管

弦乐展演部、舞美策划制作部、产

业发展部等，现有职员 150 人。

改制后，公司全力打造了

“韵律株洲高雅艺术进机关、学

校、部队、企业、社区”公益性巡

回演出活动、神农湖水秀表演、

“文化惠民，送戏下乡”等常态性

的公益性演出活动。

歌·舞·戏曲组合《风景这边

独好》由戏曲联唱《梨园闹春》、歌

剧《沥沥太阳雨》和戏曲舞蹈《袖

舞长空》组成，《梨园闹春》由花鼓

戏《刘海砍樵》片段、《小姑贤》片

段、《吹鼓手招亲》片段组合而成，

在原有的戏曲表演基础上创新，

既突出了戏曲特色又增添了新的

表演方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沥沥太阳雨》述说了革命处

于低潮时期，一场恶战后，全连人

都牺牲了，老爹把牺牲的战士埋

在一片树林里，一棵树下埋着一

个红军战士，革命者李桂花夜入

山林，在老爹的带领下，来到红军

林寻找丈夫。《袖舞长空》采用古

典戏音乐结合现代音乐和时尚鼓

点，展示戏曲七尺长水袖多种高

难度表演技巧，在编排上手法上

超越了戏曲局限性，融合舞蹈的

灵活、热情、奔放，节目大气磅礴。

岳阳市洞庭风情演艺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3 月，是以

原岳阳市歌舞团为基础，吸纳原

巴陵戏剧团、原花鼓戏剧团35岁

以下人员组建而成，主要从事文

艺晚会策划、演出，舞蹈、声乐培

训，灯、服、道、效、景的设计与制

作。公司现有演职人员48人，平

均年龄在26岁，大专本科人员约

占50%，是湖南省演员平均年龄

最小的国有独资演艺公司。他

们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闯出一条

新路，创造新的辉煌。

舞蹈《山水洞庭》以唯美的

舞蹈语汇，体现人与自然相融、

共生共息，呼吁人们共同努力，

打造宜居的城市、恬静的生活，

让天更蓝，水更清，草更绿，人

们生活更美好。

表演唱《敲起渔鼓走四方》

表现的是一群俏婆娘，岸上走、

水上漂，渔鼓咚咚唱春秋。唱

岳阳楼厚重的历史、唱张谷英

曾经的辉煌、唱汨罗江畔的屈

大夫、唱湘阴故里的左宗棠，在

诙谐幽默的说唱中展示岳阳的

地域特色、风土人情、人文精

神，勾勒出了岳阳的旅游景观，

更体现了岳阳的人文精神。

永州市冷水滩区湘和演艺有限
公司 前身为冷水滩祁剧团，始建于

1952年，多年以来为当地文艺宣传工作

做出了巨大贡献，部分老艺术家还曾接受

过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舞蹈《山

水人》、传统剧目《泗水拿刚》等曾获国

内和省内大奖。目前，公司每年演出

300余场。

祁 剧 折 子 戏《醉 打 山 门》是 祁

剧花脸重头戏，是《水浒传》中的一

段折子戏，反映花和尚鲁智深打死

恶 霸 镇 关 西 后 ，于 五 台 山 出 家 为

僧 ，某 日 下 山 游 玩 偶 遇 酒 保 ，酒 醉

后学摆寺中十八罗汉造型，彰显了

鲁 智 深 的 英 雄 气 概 。 剧 中 唱 做 并

重 ，歌 舞 相 兼 ，功 架 优 美 ，形 象 逼

真 ，尤 其 是 金 鸡 独 立 的 特 技 ，令 人

啧啧称奇。

长沙歌舞剧院成立于 1958 年 12

月，承担民族歌剧、舞剧、音乐会的创

作与演出职能 。 先 后 排 演 了《白 毛

女》、《迎 春 花》、《马 桑 树》、《梦 圆

马 王 堆》等 多 部 歌 剧 和《大 铙 颂》、

《堆 雪 狮》、《湘 女》等 多 部 舞 剧 ，为

歌 剧 推 广 做 出 了 贡 献 ，并 多 次 赴

欧 洲 各 国 巡 回 演 出 。 剧 院 现 有 办

公 排 练 场 及 学 员

宿 舍 4060 平 方 米 ，

占 地 6.85 亩 ，现 有

职 工 128 人 ，设 有

演 出 营 销 部 、演 员

团 、交 响 乐 团 、舞 蹈 团、民乐团、舞美

中心、艺术创作策划中心和艺术培训

中心等。

改制后，长沙歌舞剧院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以业务建设为根本，以挖掘青

年优秀人才为基础，不断创作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力抓精品工程，打

造剧院品牌，力求以“立足市场、服务

人民”为宗旨，以更好的文艺作品奉献

给广大的人民群众。

女子群舞《香妃竹笛》用女子群舞

的艺术形式描绘出清脆的竹笛，飘渺

的韵乐，清新雅致，为嘉宾展示了多

情的湘女、热情的长沙，独具魅力的

星城。

歌 舞 表 演《星 城 之 恋》根 据 长

沙 颇 具 特 色 的 人 文 景 观 和 自 然 景

色 用 诗 一 般 的 语 言 描 绘 出 一 幅 群

星 闪 烁 、烂 漫 迷 人 的 星 城 美 景 ，赞

颂 了 星 城 儿 女 对 故 乡 的 深 深 眷 恋

之 情 。

邵阳市花鼓演艺有限责任
公司前身系邵阳市花鼓戏剧团，

成立于 1950 年，上世纪 50 年代

曾两次进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演出。由该团创作的

优秀剧目《打鸟》、《磨豆腐》、《装

灶王》、《儿大女大》等曾分别获

全国和湖南省大奖。

改制后，公司现有职工 137

人，目前公司正在为参加今年的

湖南艺术节排练《草根村官》，

期望改制后再创邵阳花鼓戏的

辉煌。

邵阳市花鼓戏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着悠

久 的 历 史 和 深 厚 的 群 众 基

础 。 花 鼓 小 戏《磨 豆 腐》反 映

的 是 敦 厚 朴 实 的 张 古 董 和 聪

慧 贤 淑 的 妻 子 孙 彩 花 乐 观 地

操 持 着 自 己 的 豆 腐 小 店，小 两

口以歌揽客，以诚待人，磨豆腐

的辛勤劳作中充满了欢乐。该

剧以诙谐、逗 趣 和 生 活 化 的 喜

剧 表 演 形 式 展 现 了 小 两 口 在

劳 动 生 活 中的幽默、和睦与恩

爱以及对生活充满乐观的精神，

歌颂勤劳、善良与诚挚的中华传

统美德。

湘潭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由

原湘潭市艺术剧院转企改制组

建而成，主要承担湘潭市公益性

演出、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拓展

文化市场、壮大文化演艺产业的

任务。公司现有员工 60 余人，下

设综合办公室、策划创作中心、

舞美策划中心、艺术培训中心、

市场营销部、演员团等机构。

转企后的公司员工士气高

涨，活力大增。他们坚持以精品

力作立足，着力于文化项目的创

建，努力开拓演出市场，发展文

化演艺产业。一个生动活泼、自

主创新和担当使命的文化企业

在湘水之畔、伟人故里彰显着独

有的魅力。

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潭等

你来》采取亦歌亦舞亦戏曲亦说

唱的形式，展示了在党的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湘潭文

化体制改革，迎来了岸花飞舞、

姹紫嫣红的圣境。一声号子，几

句 山 歌，吆 喝 来 山 声 水 色 的 韵

律，携带潇潇湘水的似水柔情和

翩翩起舞的快乐节奏，彰显出湘

潭山水人文的魅力风采。

怀化市楚丰演艺责任有限公司
是 由 原 怀 化 市 阳 戏 剧 团 、怀 化 市 歌

舞团转制而来，属民营 性 质 的 企 业 ，

除 原 有 的 阳 戏 传 承 、展 演 及 各 类 公

益 演 出 任 务 外 ，并 兼 以 策 划 、演 艺 、

媒 体 等 为 一 体 的 整 合 营 销 ，公 司 现

有 演 职 员 工 58 人 ，拥 有 市 场 部 、策

划 部 、演 艺 部 、设 计 部 、人 力 资 源 部

等多部门。

小 阳 戏 歌 舞《六 十 老 汉 做 新 郎》

表 现 的 是 建 设 和 谐 社 会 的 文 明 春 风

吹 进 了 万 村 千 乡，怀 化 农 村 大 变 样，

糠 萝 跳 过 米 箩 筐，花 甲 老 人 能 出 嫁，

六十老汉做新郎。

小 阳 戏 歌 舞《怀 化 是 我 家》则 表

现 城 市 的 建 设 与 规 化 是城市的一张

名片，城市的市容环境更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

郴州市永兴县花鼓戏有限
责任公司前身是永兴县花鼓戏

剧团，成立于 1957 年 10 月。该

团现有员工 42 人，年演出 200 多

场，年创作剧目 20 余个。建团

以来共有《乡里大亨》、《算不清

的账》等 20 余出剧目荣获国家、

省、市大奖，还孕育了大批为永

兴花鼓戏艺术事业做出卓越贡

献的艺术家和戏剧工作者。

花鼓小戏《算不清的账》讲

述 的 是 李 老 汉 50 年 前 逃 荒 来

到南方某地，因病得到张春燕

鼎力救助，50 年后李老汉为寻

找救命恩人，重回旧地，张春燕

的女儿小敏却误以为李老汉此

行是来与其母相亲，先百般阻

挠，后看李老汉有钱又想方设

法撮合，最后李、张相认方才真

相大白。该剧塑造了面对物欲

横流的世界却依然坚守诚信、

知恩图报的普通老百姓形象，

于 2011 年 获 全 国 戏 剧 文 化 奖

剧目大奖、优秀组织奖、创作金

奖、导演银奖、表演银奖、作曲

银奖。

张家界市桑植县民族艺术
演艺中心前身为桑植县民族艺

术团，于 2012 年 4 月实行整体

转企改制。该中心以传承、展

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着

力培育桑植民歌、白族仗鼓舞

等民族文化品牌。

转企改制之后，他们一方

面积极开拓演出市场，签订了

长期广场文化演出合同，扩大

了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建立健

全相关机制，通过全员聘用、改

变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奖励制

度、业务考核制度等办法，内部

活力进一步显现，上半年完成

各类演出 80 余场次。中心还与

湖南省艺术职业学院、衡阳师

范学院等专业艺术院校达成业

务培训指导协议，并在县职业

培 训 学 校 设 立 专 业 文 化 传 承

班，积极创作演艺精品，提高演

艺质量，保证了队伍建设。

《新棒棒槌在岩板上》为土

家民歌男声独唱。

桑植民歌联唱《唱个山歌

甩过来》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桑植民歌、桑植

白族仗鼓舞和土家摆手舞为主

体，辅以湖南省级非遗项目桑

植 花 灯 舞 和 桑 植 白 族 九 子 鞭

舞，充分展示了桑植丰富灿烂

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体现和

谐社会中桑植人积极向上、乐

观奋进的精神面貌。节目分高

山放歌、澧水恋歌以及和谐花

灯三章，表现了湘西青年男女

以歌传情、凭歌表意的习俗，展

示了原生态山歌的高亢和粗犷

以及桑植人民豁达开朗积极向

上的精神气质。

益阳市花鼓演艺有限公司成 立

于 2012 年 5 月 ，其 前 身 是 组 建 于

1956 年 初 的 益 阳 县 花 鼓 戏 剧 团 ，

1995 年 更 名 为 赫 山 区 花 鼓 戏 剧 团 ，

现 有 演 职 人 员 78 人 。 成 立 至 今 ，剧

团 一 直 活 跃 在 全 国 各 地 的 戏 剧 舞

台，深 受 广 大 观 众 好 评，并 曾 两 度 进

京 演 出 。 曲 艺 节 目《硪 歌 嘹 亮》、大

型古装戏《古墓悲歌》、现代戏《风过

小 白 楼》以 及 大 型 现 代 花 鼓 戏《郑 培

民》等 多 个 节 目 在 全 国 和 湖 南 省 内

演 出 取 得 成 功 并 获 奖 ，赢 得 了 社 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花 鼓 折 子 戏《芦 林 会》是 益 阳 花

鼓戏的代表作之一，全剧音乐以传统

曲牌“ 打锣腔”贯之，委婉凄清，极具

益阳地方特色，数十年来深受观众欢

迎 。 剧 情 梗 概 为 秀 才 姜 鹏 举（姜 诗）

之妻庞氏温良贤淑，虽屡受婆母斥责

仍 百 般 孝 顺、尽 心 服 侍 。 一 日，她 在

芦 林 采 樵 ，见 丈 夫 路 过 对 她 不 理 不

睬，上 前 追 问 情 由，原 是 鹏 举 怪 她 对

母亲有种种不孝之举，故而生气。庞

氏遂耐心将满腹委屈如实告诉丈夫，

并亮出因采樵而被芦柴划破的双手，

以表明心迹。鹏举见此顿释疑心，夫

妻相拥而泣，和好如初。他要庞氏暂

回 娘 家，待 他 劝 说 母 亲 回 心 之 后，一

家 定 能 重 新 团 聚 。 于 是 两 人 在 芦 林

依依惜别。

张玲 /文 周东平 /图

民族歌舞组合《湘西民族风》

衡州花鼓戏《小打铁》

常德丝弦《生在潇湘多自豪》歌舞《澧水船夫号子》

湘剧表演唱《百年经典永传承》

祁剧折子戏《跑坡》

杂技表演

歌·舞·戏曲组合《风景这边独好》

表演唱《敲起渔鼓走四方》 舞蹈《山水洞庭》

祁剧折子戏《醉打山门》

歌舞表演《星城之恋》

女子群舞《香妃竹笛》

花鼓小戏《磨豆腐》

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潭等你来》

小阳戏歌舞《怀化是我家》小阳戏歌舞《六十老汉做新郎》

花鼓小戏《算不清的账》

独唱《新棒棒槌在岩板上》 桑植民歌联唱《唱个山歌甩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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