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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丝武冈丝弦弦““仙乐仙乐””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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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们在演奏武冈丝弦 周芳华 摄

邓星艾在传授丝弦技艺 周芳华 摄

读者在农家书屋畅谈读书体会

近年来，新 晃 县 按 照 科 学 发 展 观

的要求，推进文化民生建设工作，农家

书屋建设和管理取得了较好成绩。近

年 来，我们对农家 书 屋 进 行 了 多 次 有

计 划 、有 规 模 的 实 地 调 查 及 问 卷 调

查，试将调查情况整理出来，以抛砖引

玉，求教于大方，共促农家书屋工作健

康发展。

农家书屋建设与管理现状

新晃县农家书屋建设工程从 2007

年开始试点，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

场地选择、硬件配套、出版物配置、书

屋管理等标准实施。场地选择上，大

部分农家书屋设在行政村村级组织办

公活动场所内，有条件的单设一间，面

积 不 少 于 20 平 方 米 ，用 于 存 放 、阅

览。硬件配套上，严格根据上级配送

标准配备，配齐了书橱、报刊架、阅览

桌椅等基本设施。出版物配置上，已

建成的农家书屋可供借阅的实用图书

不少于 1500 册（500 种，其中科技类图

书 不 少 于 30%）、报 纸 期 刊 不 少 于 10

种 、电 子 音 像 制 品 不 少 于 100 种 。 各

农家书屋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在

书 屋 门 口 醒 目 位 置 悬 挂 农 家 书 屋 标

牌。书屋内统一悬挂农家书屋三项制

度，图书都进行编目上架，做到分类明

确，标识醒目。在走访调查中，方家屯

乡杨家桥村、李树乡大晏村农家书屋，

张贴了与读者有关的字、画和文化宣

传品，营造出浓浓的读书氛围。

农 家 书 屋 建 设 作 为 为 民 办 实 事

工程，新晃县一直把此项工作作为解

决 民 生 工 作 来 抓，取 得 一定成绩。基

本解决了群众“ 买书难、借书难、看书

难”的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广大村民参与

农家书屋管理的意识强烈。问卷调查

过程中，他们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和建

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

家书屋选址上，要求建在人口相对集中

的村寨中。二是农家书屋的开放时间

上，要求一场开放一天。三是书籍、报

刊要求及时更新。四是图书内容上，要

求多些农技方面的书籍、有历史教育意

义以及农村妇女致富专刊和卫生方面

书籍。五是有经过培训的专人管理农

家书屋，确保管理规范。

农 家 书 屋 工 程 按 照“ 政 府 组 织 建

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主管理，创新

机制发展”的思路组织实施，新晃县部

分行政村能把各部门在农村文化建设

中的类似项目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同

步推进，实现资源整合。

农家书屋在建设、管理、使用过程

中取得些许成绩，但离农家书屋设置初

衷和老百姓的要求仍有巨大差距，管理

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图书管理员业

务不熟。一些村农家书屋图书摆放凌

乱，在李树乡龙兴村查看时，有位村民

说想借本中医书籍，找了很久没找到，

究其原因，是书架上的书没有按类摆

放，所以找书难度很大。

书屋氛围营造不浓。现场查看过

程中，因为是农忙季节，没有看到很多

村民朋友在书屋看书。但我们通过发

黄的报纸、凌乱的书籍摆放、杂物堆放

于书屋中，深感农家书屋的氛围没有

营造出来。

书 籍 供 求 不 对 接 。 在 对 问 卷“ 咱

们村农家书屋的书籍是你需要的吗？”

的 回 答 中 ，有 58.06% 的 人 认 为 是 ，有

34.67%的人认为有些是，有 7.25%的人

选择不好说。主观问卷题“ 你对咱们

村农家书屋建设、管理还有什么建议

呢？”的 回 答 中，近 30 份 填 写“ 要 求 多

些农技方面的书籍、有历史教育意义

以及农村妇女致富专刊和卫生方面书

籍”，由此可以看出，村民对农村实用

技术类书籍需求迫切。

农家书屋问题症结所在

新晃县农家书屋建设、管理、使用

的基本现状，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

原因使然。上下联动是新晃县农家书

屋取得成绩的关键。农家书屋建设与

管理是个系统庞杂的工程。中央、省、

市、县、乡各级政府重视行政村农家书

屋建设工程。新晃县委、县政府提出

“强工壮农、兴城活旅、生态和谐、协调

发展”的发展战略，倡导“集中整治村容

村貌”专项活动为全县农家书屋建设与

管理提供了重要机遇期，县文化部门精

心安排、稳步推进，乡镇党委政府积极

推进农民素质建设工作，各村支两委的

真抓实干，各农家书屋管理工作者艰辛

付出。但主客观因素制约了新晃县农

家书屋的发展。

客 观 方 面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制 约 农

家书屋管理水平。新晃县经济发展水

平不高，县、乡（镇）财政极其困难，作

为农家书屋管理主体的村级组织经济

更是捉襟见肘，大量村干部兼职书屋

管 理 人 员 ，无 心 无 力 投 入 书 屋 管 理 。

培训、报纸杂志订阅、图书更新等方面

投入力不从心。

建、管、用脱节是形成新晃县农家

书屋现状的重要因素。农家书屋管理、

使用方面，由于现实环境包括经济发展

水平、社会学习风气、人民群众思想观

念的制约，加上缺乏刚性考评体系，管

理主体不明晰，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现代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冲突。电

视、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兴起使得传统纸

质媒体的生存空间极大压缩，农家书屋

少人问津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媒体兴

起的必然结果。

农家书屋图书配置方式。农家书

屋图书由上面统一配送，书目、册数全

由上面定，与实际需要是脱节的。每个

村有每个村的发展需求，在图书配送实

践中，同一批次农家书屋图书完全一

致，没有突出需求的差异性。

主观方面：认识不到位。思想决定

行动。目前，有两种关于学习的错误论

点在左右人们。一是很多农村孩子举

债 求 学 ，只 为 端 上 梦 寐 以 求 的“ 铁 饭

碗”。二是“文化工作速成论”，有人喜

欢把抓经济工作和抓文化工作进行比

较，希望抓文化建设像抓经济工作那样

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宣传力度不够。很多村农家书屋

放在村部的 2、3 楼，农家书屋标牌相应

悬挂在楼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村农家

书屋的存在。

农家书屋发展对策与建议

从政府层面看应加大后续投入力

度。各级政府应根据现实需求和自身

财力状况，对农家书屋后续管理进行适

度投资，保障村级农家书屋图书、报刊、

光碟等硬件更新，切实发挥好农家书屋

教育阵地作用。

应加大培训力度。通过举办管理

员培训班等形式，大力加强管理员教育

培训，颁发农家书屋管理员资格证书，

强化了管理员的管理服务意识和水平，

并定期开展检查评比活动，切实增强责

任意识和服务能力。

建立健全科学的考评体系。如果

说对村农家书 屋 投 资 是 输 血 的 话，那

么建立健全科学的考评体系就是刺激

村 农 家 书 屋 造 血 功 能 形 成 的 必 然 选

择，特别是乡镇政府要把农家书屋管

理工作纳入村考核范畴。县级人民政

府要把农家书屋管理纳入乡镇文化工

作全面进行考核。

更为科学地配送图书。农家书屋

图书配送是经过专家研究过的，有极强

的针对性，县级文化部门、乡村根本无力

承担此重任，但各县或者说同一县的各

乡各村对图书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建

议在统一配送图书的同时，给各村适当

选择的空间，配送他们最需要的书籍。

从村级组织看要处理好“内”“外”

关系。政府、社会以及其他力量是推动

村级农家书屋建设与管理的外在力量，

村民自主管理、科学谋划是村级农家书

屋发展、收到实效的根本动力。村级农

家书屋既要坚持借助外力，包括资金、

实物、管理经验。同时，更要充分发挥

村级组织的核心作用，发挥好主观能动

性，结合自身实际，摸索一条属于自己

的发展路子，包括书屋选点。

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

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

带动其他事业发展，包括农家书屋的发

展。村级组织抓好经济，是实现村农家

书屋高水平发展的根本保障。反过来

看，农家书屋作用发挥好了，村民素质

提升了，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了，又能够

促进村级经济发展。

处 理 好 农 家 书 屋 的 建 、管 、用 关

系。农家书屋要实现其所承载的功能，

建设、管理、使用三个环节缺一不可，总

的来说，应该遵循“合理建设、创新管理、

正常使用”的原则。合理建设，选好点、

定好人是关键。坚持“方便群众借阅、方

便管理”的原则，把热心又有能力管理农

家书屋的村民动员起来，参与管理。

（作 者 系 湖 南 新 晃 县 文 广 新 局 副

局长）

农家书农家书屋屋，，路在何方路在何方
——新晃县农家书屋建设调查实录

吴继松

湖南丝弦流传于湖南各地，因用扬

琴、琵琶、月琴、三弦、二胡等丝弦乐器伴

奏得名，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说唱兼

备、变化多样的民间说唱表演艺术。其

中最有名气的 是 常 德 丝 弦，流 行 于 常

德 沅 水 、澧 水 一 带，其是明末清初，江

浙一带的民歌和时调小曲传入常德后，

与当地民间音乐相结合，不断演变、发展

而成。

武冈丝弦则别有一番高贵、文雅风

味。它同样具有外来艺术元素，但或许

是最早进入湖南的丝弦曲种。

据邵阳市非遗专家覃保来介绍，武

冈丝弦源于江南丝竹、宋词元曲和明代

的时曲小调，由宫廷音乐流传至民间，曲

调高雅、旋律优美，唱腔婉转，素有“仙

乐”之称。武冈丝弦的伴奏乐器主要有

二胡、三弦、琵琶、扬琴、月琴、笛箫、班

鼓、云板等。它的传统演唱形式是 6 至 8

人各抱一件乐器围桌而坐。武冈丝弦已

有千年历史，2011 年 5 月，被列入第三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在武

冈广为流传。

1 月中旬，记者一行前往武冈，意欲

探寻武冈丝弦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奥妙

所在。

武冈丝弦的前世今生

武冈位于湘西南部，一座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公元前 179 年，始设武

冈县于今市郊七里桥，后置都梁侯国，蕴

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武冈丝弦便于这

里兴起。

武冈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城市，两条

河流穿过小城中央，远处高山屹立。一

阵小雨过后，深冬的古城空气清新，街上

行人密集，车窗外掠过年代久远的石头

城墙和扎堆的古建筑群。

据《武冈州志》记载，明朝初年，明太

祖朱元璋为了巩固皇位，使开国元勋和

所封藩王在封地安于享乐，不危及皇权，

下诏给每个元勋、藩王赐送 3000 词曲唱

本和 300 歌伎乐师。公元 1424 年，朱元

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被徙至武冈，武冈

成为岷王的世袭封邑。岷王朱楩骄奢风

流，好声色犬马，喜时调小曲、丝竹之

音。他不甘心落为外藩，“欲效九五之

尊”。为掩人耳目，他在迁徙武冈时，携

带了大批杂剧艺人和女乐歌伎。在武冈

私建皇宫后，又大张旗鼓派人至苏杭广

寻女乐歌伶，“王喜丝竹，常歌于庭”，以

致武冈城中“歌舞百戏，通宵达旦”。朱

王府的乐师歌伎不乏音乐大家，他们将

江南丝竹、词曲、小调与武冈当地流传的

民间音乐糅合，逐渐形成具有武冈地方

特色的宫廷音乐。

明代中叶开始，这些宫廷音乐由宫

廷和达官贵人庭院传入民间，在文人雅

士与书院学堂中流行。在漫长的历史岁

月中，众多艺人将在文人雅士中流行的

丝弦乐与当地的山歌、田歌、情歌、巫歌

傩舞、小调相结合，产生了具有浓郁地方

特色的武冈丝弦音乐。

明末清初，江南一带经历战乱达半

个世纪，江浙大批乐师歌伎追随南明王

朝逃至武冈，随着南明王朝在武冈的崩

溃而流离失所，沦为艺伎，为武冈丝弦的

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由

于戏曲的蓬勃发展，丝弦这类小曲在占

领不了大舞台的情况下，只有在小城、乡

间扎根生存，经民间艺人不断加工整理，

其地方特色也变得越来越浓郁。

清末民初，由于兵匪战乱，武冈丝弦

开始衰落。民国十五年，武冈县政府部

分喜好丝弦的幕僚和文人学士，为振兴

武冈丝弦，自发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和改

造，并开班传授。在武冈县政府教育科

长、武冈丝弦大师张坦宜和县财税局长、

武冈丝弦艺人钟藻的支持下，武冈县“都

梁丝弦委员会”成立，张坦宜、李国珍、钟

藻、游云龙、李小梅、焦裕村、杨瑞祥、张

玉如等 30 多位当时有名气的武冈丝弦

艺人加入，李国珍任会长，并组建了“武

冈丝弦演唱队”。

在“都梁丝弦委员会”成员的努力

下，武冈丝弦在民国中期特别是抗战时

期，获得很大发展。他们利用武冈丝弦

在群众中的影响，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1948 年初，“都梁丝弦委员会”被当时的

国民党政府强行解散并禁止演唱，武冈

丝弦一时间弦断音散。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关心和重

视武冈丝弦艺术的抢救和发展。

1950 年，武冈县文化馆成立以武冈

丝弦艺人为骨干的武冈丝弦演唱队和

武冈丝弦艺术挖掘研究小组，武冈县

委、县政府拨出专项资金，组织专家学

者先后 4 次对武冈丝弦进行挖掘抢救，

对李小梅、焦裕村、杨瑞祥、张玉如等武

冈丝弦老艺人保留的丝弦音乐曲目进

行抢救性录音录像，先后编辑出版了

《武冈丝弦》、《武冈丝弦音乐》、《武冈丝

弦研究》等。

传承人邓星艾的传奇故事

沿着江边的石板路步行近 10 分钟，

记者在江边一栋民居内见到一位老人，

他正和一位年轻女子在研究丝弦曲谱。

这位老人就是 2009 年被批准为第一批

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冈丝弦传承

人的邓星艾，旁边是他的小女儿邓子鹤，

也是丝弦传承的积极推动者。

邓星艾今年 73 岁，个儿不高，鼻梁

上架着一副眼镜，很健谈。他原是武冈

祁剧团的团长，1995 年剧团解散后，他

将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整理戏曲音乐，

除整理武冈丝弦乐谱和收集材料，还创

作了很多丝弦作品，均受到好评。如

2008 年，他的《牧鹅姑娘》代表武冈参加

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展演。2010

年，《抢村官》代表邵阳市参加湖南省首

届农民艺术节，获得“丰收奖”。

说起武冈丝弦，老人眉飞色舞，谈

到自己珍藏的手抄丝弦乐谱时，老人言

语中透露出无比的喜悦与自豪，他说自

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武冈丝弦传承发

扬下去。

得知记者的来意，邓星艾从卧室取

了几本厚厚的笔记本，这是他保存多年

的丝弦乐谱手抄本。随手翻开一本，让

记者很是惊讶，虽然年代太久已经发黄，

但里面字迹工整、清晰、干净，几乎可与

印刷品相媲美。这些珍藏的笔记本上，

有摘抄的丝弦乐谱，还有收集的丝弦方

面各种材料的剪贴。

邓星艾说，他接触武冈丝弦是从记

谱开始的。1960 年夏天，剧团正在乡下

支援“双抢”，团里专门把他调回，原来县

里请回了迁居城步的 80 岁高龄老艺人

杨瑞祥，进行挖掘、整理武冈丝弦工作，

他那时只有 20 岁。当时条件简陋，工作

地点设在剧团堂屋过厅内，就在一张乒

乓球台桌上记录，杨老先生则边弹边唱，

他负责记谱。在杨老的悉心传授下，他

将杨老演唱、传授的武冈丝弦音乐曲目

一一记录下来，并掌握了武冈丝弦的演

唱与伴奏风格。

根据那次挖掘的情况，武冈县文化

馆于 1960 年 10 月专门整理成一本《武冈

丝弦音乐》，收有小曲 24 首、丝弦戏 5 个，

共印了 300 册。1979 年邵阳地区戏工室

编印的《武冈丝弦》一书，就是在这个基

础上增添了部分曲调。

现在，邓星艾不顾年老体弱，除了辅

导女儿邓子鹤学习武冈丝弦作曲外，两

人还经常到武冈丝弦传承基地——武冈

市都梁风歌舞团和武冈二中给学员们上

课，从理论和演唱两个方面进行教学，鼓

励青年人学唱丝弦，熟悉民间音乐。

武冈重点保护的文化名片

据武冈非遗中心工作人员曾艺介

绍，武冈丝弦和常德丝弦在演奏方式上

有很大差异。常德丝弦是在民间流传。

而武冈丝弦从宫廷音乐演变而来，是古

时达官贵人聚会时茶前饭后用以打发时

间的，普通百姓很难看得到。由于武冈

丝弦，过于高雅，缺乏常德丝弦的群众基

础，曲高和寡，虽经努力抢救扶持，仍一

直处于濒临失传的状况。

1956 年 普 查 统 计 时 ，丝 弦 曲 牌 有

400 多个、丝弦戏曲目 80 多个，现在大部

分已失传，保留下来的传统曲目已不足

一半。

为更好地挖掘、整理武冈丝弦曲目，

邓星艾在 1960 年整理出版的《武冈丝弦

音乐》基础上，又将新收集整理的曲调补

充进来，撰写了一本新的《武冈丝弦曲

谱》，共收集曲调 246 首，这是迄今为止

保存最全的武冈丝弦曲谱。

2006 年以来，武冈市文化局积极组

织举办武冈丝弦演唱人员培训班，由邓

星艾授课。办班初始，多数人对武冈丝

弦的了解不够深入，兴趣不大。通过培

训学习，排演的节目，一个比一个好，促

进了武冈丝弦的普及和传承。

在武冈丝弦创新和发展上，邓星艾

做了大胆尝试，取得较好效果。近几年，

他新创作了一系列以“武冈丝弦”曲牌为

主的小戏曲，有《金脑壳传奇》、《牧鹅姑

娘》、《卤菜飘香》、《抢村官》、《“骂”老

公》、《武冈是个好地方》、《忆秦娥·穿城

游春》等，这些作品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深受欢迎。2010 年，邓星艾受武冈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委托，义务编写

武冈丝弦音乐教材，并为全市范围的中

小学生作丝弦讲座。随着武冈丝弦的保

护、传承工作力度加大，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关注武冈丝弦，社会业余演出团体开

始演出武冈丝弦节目，很多大中专艺术

院校的毕业生，都以武冈丝弦作为毕业

论文素材。

覃保来认为，非遗与群众的生活息

息相关，直接表达着武冈地域文化的个

性特征、亲和力与凝聚力，是武冈人民智

慧的结晶。传承和保护非遗项目武冈丝

弦，对增强社会凝聚力、激发人们的创造

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不可估量的

作用。

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研究所所长谭高荣表示，武冈丝弦保护

和传承工作是一项长期、艰难的工作，

尽管面临一些困难，但还是取得了一定

的社会成效。丝竹之声不绝于耳，民间

学唱蔚然成风，现已逐渐形成一种民间

的、活态的传承模式，“仙乐”之音，定会

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