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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点大湘西 今朝更好看

策划实施

让文化成为张家界发展新引擎
杨光荣

湖南大筒艺术传承保护上台阶
张 英 文 卫

湖南完成第三批省级非遗传承人评审

贵州黔南州乡镇文化站长来湘学习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通讯员窦雪松 杨庆怀）近

日，湖南省文化厅公示第三批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田义翠、辜红卫、姚大明、陈玉莲、蒋钟谱

等 90人成为湖南省第三批非遗传承人。

据悉，此次确定的第三批省级非遗传承人呈现年轻化

趋势，出生于 1960 年后的有 27 位，1970 年后的有 5 位，来自

怀化市溆浦县的花瑶挑花传承人奉兰香出生于 1988 年，是

湖 南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中 最 年 轻 的

一位。

据湖南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负责人颜喜介

绍，本次评选的基本条件包括：申报人应全面掌握该项目的核

心技艺及特殊技能，在保护传承该项目中被公认为最具代表

性、权威性和有较大影响力，是德艺双馨的优秀人才；申报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授徒传承中有突出表现，成效显著，

具有核心作用；申报人师承谱系脉络清晰连贯，为项目传承谱

系中最具代表性人物；申报人所授徒弟全面掌握该项目所有

技艺，承续成效突出，在传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身体健康，能

够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张家界市用特色文化演绎自然山水、提升旅游品

质、促进产业升级，形成了文化与旅游互促共进、融合

发展的文化旅游“张家界现象”。2013 年共接待国内外

游客 344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12 亿元，旅游业占经

济总量的比重超过 50%，旅游就业超过 10 万人。张家

界文化旅游发展历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文化大家促成张家界从深闺走向世界。1979 年，

新华社记者杨飞慕名来到张家界，用 300 多幅照片和 3

万多文字，将世外桃源般的张家界展现在世人眼前。

1980 年元旦，美术大师吴冠中发表散文《养在深闺人未

识——张家界是一颗风景明珠》及国画《张家界》，在国

内引起轰动。著名香港摄影家陈复礼把美轮美奂的张

家界风光带到了伦敦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作品展，并获

得金奖。文化大家们不遗余力的推介，让张家界走向

了世界。

创意策划带来旅游知名度。1999 年成功筹划了

“穿越天门，飞向 21 世纪”——张家界世界特技飞行大

赛，全球 30 亿双眼睛通过电视屏幕注视张家界。2009

年举办首届中国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被称为巧用

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的成功实践。2010 年承办首届中

国文化旅游节，评选出了中国文化旅游界 30年间的“九

个一”。中国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已连续举办了 16

届。为石笋“定海神针”投保、俄罗斯空军特技飞行表

演、法国蜘蛛人阿兰·罗伯特徒手攀爬天门洞、新疆“达

瓦孜”传人高空无保护大斜度走钢丝极限挑战、世界翼

装飞行穿越天门洞、美国大片《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网

络之争、“卡通市长”“空气妹妹”、中外车手天门山 99道

急弯漂移对抗……10 多年来，磁力十足的焦点、魅力四

射的舞台、一骑绝尘的创意，世界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聚

焦张家界，张家界也因此赢得了品牌的升级、市场的提

振、发展的信心。

旅游演艺满足游客文化需求。2009 年，世界首台

大型山水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正式对

外公演，现已连续演出 1000 多场，剧场 2000 多个座位

场场爆满。《张家界·魅力湘西》的《追爱》节目被 2012年

央视龙年春晚选中并在黄金时间演出。目前，全市有

风格各异的演艺大戏 5 台，每晚观众达 1 万多人次。“白

天看美景、晚上赏大戏”已经成为张家界文化旅游的名

片，超过 55%的游客观看了 1 台以上演出，甚至有的客

人来张家界主要是为了看节目，或陪亲友看节目。

民族文化增强旅游发展活力。全市少数民族人口

占 77.2%，民族文化浓郁独特，桑植民歌是国家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田家大院、石堰坪古建筑群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景区，白族“三月

三”、土家族“六月六”等传统节会活动成为旅游营销的

新亮点，城区“元宵灯会”是全国五大灯会之一。

文化是旅游的根和魂，旅游是文化的形和体。文

化越来越成为旅游发展的生命力。当前，张家界正在

全面实施提质张家界、打造升级版战略，加快推进国内

外知名旅游胜地的建设，必须更好发挥文化的作用，为

旅游经济发展装上文化引擎。站在产业升级的发展节

点上，张家界将从四个方面着力。

建设区域性文化中心。提升完善旅游演艺节目，

建设区域性文化演艺中心。积极争取武陵山博物馆落

户张家界，建设武陵山区文化展示、交流的中心。加快

建设国际会展中心，争取相关国际性会议论坛会址永

久落户张家界。今年 5 月，由张家界首倡的《大湘西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合作宣言》将在第九届深圳文博会上

正式发布。

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建设城区澧水风貌带、特色

产业带“澧水两带”，打造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购

物街、小吃街、酒吧街、休闲街、文化街。开展城市文化

形象规划设计，面向全球征集城市吉祥物、城市 Logo和

主题雕塑。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提高市民素质，塑造张

家界人开放、诚信、友善、文明的形象。

培育特色文化品牌。加快建设特色文化商品产业

园，大力发展特色旅游纪念品、手工艺品生产。推进创

意策划产业化，开发高附加值的创意文化产品。持续

办好乡村音乐周、森林保护节、元宵灯会等节会活动，

努力办出特色、办成品牌。

打造文化旅游人才高地。把张家界建设成为世界

文化艺术名家云集的友好交流平台，文化创意产业创

新发展的孵化基地，文化领军人物、文化桥梁人物孕育

成长的摇篮。 （作者系中共张家界市委书记）

4月 9 日，湖南省音乐家协会大筒

专业委员会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成立，

来自全省各地的大筒演奏艺术家共同

探讨湖南本土发展起来的花鼓戏主要

伴奏乐器——大筒的保护和发展。湖

南艺术职业学院二胡、大筒专业教师蔡

霞当选专业委员会会长。湖南省文联

副主席、省音协主席黎晓阳表示，专业

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作为湖南本土特

有的拉弦乐器，大筒艺术的保护与发展

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大筒，长沙话俗称“胖筒筒”，形似

二胡，音色低沉、雄浑，是湖南花鼓戏

的 主 要 伴 奏 乐 器 。《刘 海 砍 樵》、《补

锅》、《洗菜心》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花

鼓戏名段就是由大筒演奏的。由于外

形、音色与二胡相似，被称为二胡的

“姊妹乐器”。

大筒演奏家、湖南省戏剧家协会

副主席陈耀介绍，虽然一直作为伴奏

乐器存在和发展，但大筒的历史是非

常悠久的。据记载，传统大筒是在康

熙二十八年（1689 年），由四川川东灯

戏的主奏乐器“胖筒筒”随川东灯戏梁

山调渗入湘西北传入的乐器，因它比

汉戏的京胡筒大，因此而得名“大筒”，

至今已有 300 多年。“它的诞生时间比

花鼓戏还要早。它传入湖南后便与湖

南地方戏结合，成为地方戏的主要伴

奏乐器。之后，逐渐发展成为花鼓戏

的主要伴奏乐器。”陈耀说。

随着花鼓戏从“对子戏”“三小戏”

“半台班”的演变，到现在行旦齐全，演

绎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三并举

的戏剧方针，作为花鼓戏主奏乐器的

大筒也在结构、材质、音色等方面经历

了较大的变革。

“1982 年，我们根据现实需要，将

大筒由原来的单筒改为了双

筒，主要是采取集音的方法，

有利于共鸣点集中。通过音

颤动循环过滤，达到克服不纯

音质，取得音色纯润的效果。

其次，在材质上进行了改进，

既让大筒在音色上与二胡有

了明显的区别，又使其他拉弦

乐与弹拨乐压不过大筒的声

音，从而更体现了大筒在花鼓

戏演奏中的主导地位。”陈耀

表示，经过改进后，大筒的音

色得到了较大突破，被广西彩

调、江西采茶戏、云南花灯戏

等广泛运用。

虽然是湖南最受群众喜爱的独具

魅力的特色乐器，但受地域限制的影

响、表现技法单一，大筒在普及、演奏

技术和作品创作等方面长期处于比较

落后的状态。再加之一批老一辈的演

奏家相继离世，大筒的演奏技法、风

格、曲目等都面临传承危机。

近年来，为了加强大筒艺术的推

广和普及，湖南一批关心大筒生存和

发展的中青年演奏家作出了不懈努

力，他们挖掘和搜集流散在民间的特

色曲调、收集和整理故去老艺术家的

影像资料、总结和梳理演奏技法、风格

等相关资料。2013年，蔡霞首次在省内

主办了大筒音乐会，以精湛纯熟的技艺

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迷人的大筒艺术。

音乐会上，二胡演奏家宋飞向观众讲解

大筒的演奏技巧和曲目特色。在宋飞看

来，大筒低沉而巨大的声音，是很多民族

乐器缺少的，在音乐形式日渐多元化的

今天，以大筒为代表的地方民族乐器尤

其值得关注。

湖南省音乐家协会大筒专业委员

会是由在湖南省内致力于大筒艺术演

奏和教学研究的广大音乐工作者及爱

好者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专业团体，

隶属于湖南省音乐家协会，旨在促进

湖南大筒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目前，大筒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

教育体系。大筒专业委员会是一个具

有较强专业特点的学术团体，大筒艺术

今后的研究工作是专委会最核心的任

务。今后要努力弥补大筒在演奏技术、

作品创作、表现技法方面的不足，加强

理论支撑。我们会组织人员精心编写

关于大筒的系列工具书、教材、考级用

书，系统整理关于大筒演奏的风格和技

巧方面的材料，录制一批大筒演奏的影

像资料，令学习者拥有由浅入深系统学

习的资料，使大筒艺术研究向更深层次

延伸。”蔡霞说，专业委员会成立后，要

努力提升大筒的演奏地位，要努力实现

让它从伴奏乐器向独奏乐器的跨越，让

更多的观众认识和了解大筒，保护大筒

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让大筒在民族乐器

之林中争得一席之地。

第三届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现场。 孙建华 摄

联合利国文交所启动湖南文化产权交易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4 月 10 日，联合利国文

化产权交易所举行揭牌启动仪式，正式入驻长沙天心文

化产业园。湖南省副省长李友志、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

等出席。

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于 2013 年获中国证监会、

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注册资本 8000 万元，由湖南省

政府金融办进行业务监管，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控股，是一

个全国性文化产权交易及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据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覃晓光介绍，联合利国将打

造一个“上联政府、下接企业、左牵资本、右引文化”的文化

“磁场”，在文化产权交易、融资、服务咨询、推广展示等方

面提供公开、公平、公正、公信的服务。

启动仪式现场签订了多个股权转让和合作协议。大

汉集团将其持有的洪江古商城 19%的股权挂牌转让，由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洪江区管委会分别受让 10%、9%的

股权。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要求园区所有文化产权项目

通过联合利国进行转让，规范文化资产要素流动。永兴

县政府、郴州市统一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与联合利国

签订白银文化产业创意项目合作协议，增加白银产业的

文化附加值。

当天，记者在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 800 平方米的

艺术品展示区内看到，作为首批挂牌交易的艺术品，40多幅

湖南知名画家的画作和 20多件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的釉下五彩瓷器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和投资者品鉴。

开张首日，联合利国还喜获长沙银行 10 亿元授信。

据悉，为打造融资平台，联合利国还将成立文化投资公司，

建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湖南省政府金融办主任石华清表示，文化机构办文交

所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让文化资产要素真正流动起

来。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蒋祖烜表示，希望联合利国能做大做强做优，积

极为湖南中小微文化企业和文化创意者服务。

4 月 10 日至 15 日，“三人行——毛国保、李湘君、马溆阳中国画展”在湖南图书馆举办。毛国保、李湘君、马溆阳均为湖

南省美协会员，此次画展共展出他们的中国画作品 100多幅。毛国保展出的是人物画，有《三国演义》连环画的手稿，也有近

年创作的人物画小品；李湘君的参展作品均为近期创作的山水画；马溆阳参展的 30 余幅花鸟画和书法作品亦为近年所作。

图为展览现场。 杨 凯/文 易添麒/摄

本报讯 4 月 14 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站站长培训

班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开班。本期培训班为期 6 天，包括专题学习、学

员讲堂、考察实训及座谈研讨等环节。来自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群众艺

术馆、湖南图书馆的有关负责人与各位学员交流分享湖南基层文化工

作的相关经验，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暨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评估定级工作的相关做法、共享工程的利用、管好用活农家书屋推动全

民阅读以及非遗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和组织与策划基层群众文化活动

等内容。

黔南州文化和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莫才军在开班仪式上表示，来湖南

学习的文化站站长是黔南州基层文化战线的骨干，黔南州将借助培训班学

习先进的文化理念，借鉴先进的人才培训模式，提升贵州文化干部的综合

素质和业务能力，打造一批高素质基层文化管理者，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和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 （易添麒）

湖南作家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 4 月 9 日，湖南省作协与中南大学文学院签署合作协议，联合

成立湖南作家研究中心并举行挂牌仪式。湖南作家研究中心设在中南大

学文学院，这是湖南省首个面向本土作家开展研究的专业机构，将对湖南

文学的现状进行系统研究，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专题研究。

据悉，湖南作家研究中心由省作协提供作家研究资料和每年研究

的 指 导 性 意 见 ，并 对 研 究 中 心 的 运 作 和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提 供 一 定 的 支

持。中南大学文学院将配备一定的师资力量专门从事研究中心的研究

工作，每年完成湖南文学年度发展报告，并安排一定比例的研究生专门

从事湖南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同时，还将分期分批聘请省内

知名作家担任文学院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为作家进入高校交流讲

学提供一个良好平台。 （陈 薇）

《东游抬趣》收录湖湘美景
本报讯 4 月 10 日，美国作家、当代“乡村音乐之父”马克·力文撰写的

专著《东游拾趣》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据了解，马克·力文出版该书旨在

向世界展示他眼中的美丽中国，其中包括湖南张家界和凤凰古城。

《东游拾趣》分为 4 章，讲述了马克·力文在中国生活 8 年期间亲身

经历的 21 个有趣故事。马克·力文介绍，他写《东游拾趣》是因为他相

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希望通过

这本书，让那些对中国很好奇但还很陌生的读者，欣赏中国人的生活

方式，对中国人有所了解。

马克·力文 1948 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是社会学博士、慈善事业组

织者、专栏作家。他的原创音乐精致、纯正、原汁原味，在中国生活工

作 8 年 来 致 力 于 中 美 音 乐 文 化 交 流 ，迄 今 已 创 作 60 首 关 于 中 国 的 歌

曲。马克·力文在 5 年时间内曾 6 次踏访湖南，对湖南山水情有独钟。

（邓道理）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专职教师蔡霞在演奏大筒。

潇湘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