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镜像

2014年 12月 3日 星期三 甲午年十月十二 中国文化传媒网湖南频道：http://hn.ccdy.cn

湖湘文化周刊
2014年第 47期（总第 145期） 主 编 陈 清

本版责编 卢毅然 邓雅琴 E-mail:zgwhbhunan@163.com 电话：0731-84899989

婉转的唱腔、儒雅的念白、细腻的

表演、飘逸的舞姿，展现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昆曲的独特风采。11 月 27 日至

29 日，“相约郴州”全国昆曲优秀青年演

员展演在郴州市举行，来自北方昆曲剧

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江苏省演

艺集团昆剧院、苏州昆剧院、湖南省昆

剧团和永嘉昆剧团 7 家全国各地昆剧院

团的近百名优秀青年演员会聚郴州，在

湖南省昆剧团新落成的“湘昆苑”古典

剧场同台献艺。

展演活动期间，记者深刻感受到了

昆曲这项古老艺术在郴州这座小城焕

发出的勃勃生机。

七大昆曲院团同台献演

昆曲艺术起源于元代末年，至今已

有 600 多年历史，因其哺育滋养了中国

众多地方剧种，被称为“百戏之祖”，200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首批“人类

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此次“相约郴州”全国昆曲优秀青

年演员展演活动是继 2010 年“相约郴

州”中国经典昆曲展演和 2012 年“相约

郴州”海峡两岸昆曲交流展演后，郴州

市举办的又一次全国性昆曲交流展演，

每届展演活动都突出不同的主题。郴

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瞿海表示，本次展

演旨在搭建优秀昆曲青年演员交流学

习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昆曲艺术的传承

与发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11 月 27 日晚，在简短的开幕仪式

后，由湖南省昆剧团排演的天香版《牡

丹亭》打响了本次展演的“头炮”。11 月

28 日晚和 29 日晚又分别进行了 2 场昆

曲折子戏专场演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

剧院的《九莲灯·火判》、永嘉昆剧团的

《蝴蝶梦·说亲》、北方昆曲剧院的《义侠

记·戏叔》、浙江昆剧团的《疗妒羹·题

曲》、苏州昆剧院的《孽海记·双下山》、

上海昆剧团的《玉簪记·偷诗》以及湖南

省昆剧团演出的《水浒记·活捉》和《八

义记·闹朝扑犬》8 出昆曲折子戏为戏迷

们奉献了高水平、高品位的昆曲盛宴。

展演活动期间，还在郴州安陵书院召开

了昆曲专家研讨会。

今年 80 岁的余懋盛退休前任湖南

省昆剧团书记、编剧。他表示：“在目前

全国昆剧一盘棋的环境下，既要传承好

昆曲艺术，又要保证各地的昆剧团各有

特色，避免同质化，举办这样全国性的

交流展演非常有必要。”

昆剧演员不断代

在本次展演开幕演出天香版《牡丹

亭》中，扮演杜丽娘的湖南省昆剧团团长、

国家一级演员罗艳和梅花奖得主雷玲都

是郴州艺术学校（现合并入郴州师范学

校）昆剧班培养出的本土昆剧演员。这个

为湖南昆曲艺术输送大量人才的昆剧班

如今依然在开办，52个对昆曲艺术充满热

爱的孩子正为成为优秀的昆剧演员而苦

练着唱、念、做、打的昆曲基本功。

“ 从 湖 南 省 昆 剧 团 1960 年 建 团 以

来，我们的昆剧演员从来没有出现过断

层。”罗艳告诉记者，这与在郴州市政府

支持下持续开办的昆剧班有着密切关

系，“我们的昆剧班每 10 年招收一批学

员，每批四五十人，招收 12 岁左右爱学

昆曲的孩子，由湖南省昆剧团根据身体

状况、相貌、嗓音等条件进行选拔，学制

9 年，由中专和大专课程组成，由湖南省

昆剧团安排老师教授昆曲专业课。”

今年 17岁的汤志达在昆剧班学戏已

有 4 年，专攻昆剧武生，目前已基本掌握

各项基本功。汤志达告诉记者，进昆剧

班是他自己的选择，“虽然学戏辛苦，尤

其是翻跟头等毯技训练，但我还是希望

将来能成为一个好的昆剧演员。”在天香

版《牡丹亭》中，汤志达出演了剧中“四小

鬼”之一，虽然上台时间短，但他生动灵

活的表演动作足见其辛苦学戏的付出。

罗艳告诉记者，湖南省昆剧团还经

常请全国顶尖的昆曲名家对在职昆曲

演员进行现场教学，也偶尔送艺德兼备

的演员出去交流学习。“每年夏天我们

还会组织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培训，组织

团里的演员学习公共礼仪和昆曲历史

等知识。”罗艳说。

现年 74 岁的昆剧表演艺术家张洵

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昆一代”，此次展

演过程中，她亲自到后台为包括雷玲在

内的徒弟们化装，在台下认真观看徒弟

们的演出，并在演出后提出指导意见。

如今昆曲演员队伍已传承至“昆五代”

“昆六代”，一代代昆曲艺术家为这项古

老 的 戏 曲 艺 术 无 悔 地 付 出 青 春 与 汗

水。“昆曲是值得我用一生去追求的爱

人，我会老去，而它永远年轻。”雷玲在

微博签名里这样描绘昆曲对她的意义。

昆曲艺术传承不松懈

昆曲艺术于明代万历年间传入湖

南，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发展，一直在郴

州流传，受湖南地方戏曲的影响，逐渐

形 成 了 今 天 独 具 特 色 的 湖 南 昆 曲 艺

术。如今，昆曲不仅成为郴州的一张闪

亮的文化名片，也给福城郴州的百姓增

添了幸福的元素。

戏 迷 是 传 承 戏 曲 艺 术 的 重 要 力

量。昆曲的戏迷被称为“昆虫”，郴州有

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昆虫”队伍，有些忠

实的“昆虫”们甚至会跟随自己喜欢的

昆曲名角远赴广东、四川等地看演出。

更可喜的是，这支“昆虫”队伍中出现了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

“郴州 798”是一个由郴州文化工作

者和文艺爱好者组成的 QQ 群，成员有

400 多人，以年轻人居多。群管理员何

维告诉记者，群里每个月都会组织几次

文化活动，与昆曲相关的活动是其中的

重要内容。“我们经常组织大家一起观

看昆剧演出和彩排，还会在看完演出后

组织专题讲座，大家就唱腔等表现形式

和演出反映的内容进行交流。”何维说。

演出是最好的传承。据罗艳介绍，

目前湖南省昆剧团每年的交流演出、惠

民演出和剧场演出总数约有 100 场，随

着投资约 3000 万元的“湘昆苑”项目的

建设完工和投入使用，明年的演出场次

会有明显增加。

展演期间，由文化部艺术司授牌的

中国昆曲交流中心在郴州“湘昆苑”挂

牌，也为昆曲艺术研究传承与交流、非

遗展览、学习和培训、昆曲讲座以及培

养观众群体提供了平台支撑。

长沙首发“电影地图” 新增固定放映点

公益放映月“电影惠民”

欧阳询文化园望城开园
本报讯 星城初冬，风轻云淡，“楷圣”故里，翰墨飘

香。11 月 28 日，欧阳询文化园开园暨中国（长沙）首届

“欧阳询杯”全国书法展颁奖仪式在长沙市望城区书堂山

举行。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宣布开园，中国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吴善璋、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

刘恒和湖南省文化界名流及书法界人士 100余人出席。

吴善璋表示，“欧阳询杯”全国书法展的举办，是传承

书法艺术、弘扬优秀文化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长沙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湘涛在讲话中指出，长沙十分重视

欧阳询书法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将以此次“欧阳询

杯”全国书法展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书法艺术的繁荣发

展，推动国际文化名城建设。

长沙书堂山是唐代书法大家、楷书四大家之首欧阳

询的故里。历经 1000 多年，欧阳询的书法艺术不断为

国内外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研习、传承和弘扬。至今，

在书堂山街道，稻香泉涌、双枫夹道、读书台址、洗笔泉

池、桧柏连株、欧阳阁峙、太子围圩、玉案摊书“书堂八

景”遗风尚存。长沙市委、市政府及望城区委、区政府十

分珍视欧阳询书法这块中国书法艺术中的千年瑰宝。

文化园作为长沙市文化产业重点项目，以“野趣、唐风、

书韵”为定位，规划总面积 2775 亩，分三期建设。在规

划建设过程中，既强调文物资源保护，又注重推进旅游

产业开发；既突出书堂山的原生态，又彰显书法文化元

素，小镇蜕变成了一个充满文化气息、深蕴历史沧桑的

美丽景区。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唐风书韵、书堂

八景，还可赏析当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题写的楹联牌

匾、诗文辞赋。

（谢 兰 傅 湘）

湖南省昆剧团排演的天香版《牡丹亭》演出剧照。

本报讯 11 月 26 日，由中共长

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主办，长沙市电影业协会承办

的 2014 年第二届“影响长沙”公益电

影放映月暨“进长沙影城，做观影达

人”有奖竞选活动正式启动，并推出

10万册《长沙电影地图》。

本届公益电影放映月从 11 月 26

日开始，持续到 12 月 23 日结束。放

映月期间，长沙市所有商业影院每周

将为市民免费开放两个观影场次，爱

好电影的朋友可以到各影城自行领

取指定免费场次观影券，领完即止。

同时，全市公益电影放映队将在城区

和县、乡、镇、村的公益电影固定放映

点、流动放映点，每两天为周边的群

众放映一场电影。

第二届“影响长沙”公益电影放

映月是在 2013 年首届“影响长沙”优

秀国产电影公益展映月成功举办的基

础上，加入了《长沙电影地图》手册和

“电影达人”有奖竞选活动等创意元

素。活动启动仪式上，首发赠送 10万

册《长沙电影地图》，并为长沙新增的

12 个公益电影固定放映点授牌。活

动整体不但能让观众实在地享受“电

影惠民”的红利，也是对一年来长沙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质提效行动取得

的阶段性成效和近 6年来长沙市电影

院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现。

继 2013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51 个

固定放映点后，长沙市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工程再上新台阶。今年 4 月，长

沙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长沙

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质提效三年

行动计划（2014-2016）》，将“实施公

益电影定点放映工程，全市设立公益

电影固定放映点 100 个”列入了主要

任务中。长沙市文广新局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布局，全面完成“小

城市”“中心镇”“特色镇”固定放映点

的建设并投入运行，全市再添固定放

映点 12个。5月 30日，长沙市文广新

局和市财政局联合下发《长沙市公益

电影固定放映点管理办法》，决定给

予 每 个 农 村 公 益 电 影 固 定 放 映 点

5000元/年的补助资金，并由各区、县

（市）财政给予不低于市本级财政标

准的对应支持，补助资金从 2014 年

开始列入财政预算。

商业放映方面，2013年全市电影

票房 2.93 亿元，跨入 2014 年仅半年，

长沙市票房就接近 2 亿元。新影院

建设和开业继续保持高速态势，截至

现在，长沙已拥有银幕 300 块。长沙

市文广新局局长杨长江预计，本次放

映月启动和“电影达人”活动的推出，

将使长沙市全年观影人数突破 2000

万人次，并直接刺激 2014 年票房跨

越 4 亿元，提前引爆长沙城 2015 年贺

岁档观影热潮，推动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 工 程 超 额 完 成 原 定 放 映 计 划 。

（朱 鹰 邓雅琴）

公益电影放映月启动仪式上，各公益电影放映点代表举牌留影。 管 震 摄

湖南文艺家深入津市创作采风
本报讯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1 月 21 日至 23 日，湖南省

文联组织全省 40余名文艺家走进常德津市，开展“大美津市”湖南省文艺

家创作采风活动。湖南省文联主席谭仲池，省文联副主席、秘书长夏义

生，省文联副主席、省音乐家协会主席黎晓阳，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何满宗

等参加采风活动。

采风团一行在津市市和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无害栽培生产基

地考察了杏鲍菇工厂化栽培生产项目，在关桥村详细了解了美丽乡村建

设情况，还参观考察了津市市养老服务中心、德雅中学、津市市博物馆和

老旧小区改造样板工程——新村社区三眼桥等。

采风期间，美术家们赴津市城区、澧水河边和灵泉等地写生创作，音

乐家们举办了音乐创作交流座谈会，书法家们开展了交流创作活动，作家

们与当地的文学爱好者面对面进行了文学创作交流，摄影家们深入到乡

村、田野、工厂聚焦生活点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文艺家们纷纷表

示，将把这次津市基层行的满满收获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呈现出来，创作出

更加接地气、更加贴近群众生活的作品。 （张 玲 邹 文）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培训班开讲
本报讯 11月26日至29日，由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2014年度数字资源联合建设培训班在长沙开班。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推广

工程培训与资源建设组组长梁蕙玮主持开班仪式，来自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海南、福建等11省份从事图书馆工作的79名学员参加了学习。

本次培训采取专题讲座、经验介绍等方式，就 2014 年联合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解读、2013年联合建设项目问题梳理及解决方案、政府公开信息

整合建设标准及方法等课题与学员进行深入浅出的探讨，对集全国公共

图书馆之力共建优秀数字资源、推进国家图书馆 2014 年度数字资源推广

工程的落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培训班的承办单位，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刘家海介绍了学

院的办学历史、办学特色、发展规划以及文化部授牌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

训基地和全国文化干部培训基地以来的培训规模和培训特色。湖南图书

馆副馆长伍艺就数字图书推广工程在图书馆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湖南图

书馆落实推广工程取得的成效，特别是现有省级中心和 12 个市图书馆的

数字平台建设的成绩作了简介。 （邓雅琴 张 文）

7家画廊获评“湖南诚信画廊”
本报讯 11 月 28 日，由湖南省文化厅组织指导、湖南省画廊协会主

办的首届“湖南诚信画廊”授牌仪式暨诚信画廊精品展开幕式在湖南省群

众艺术馆举行。湖南省文化厅厅长李晖等出席了开幕式。

获评首届“湖南诚信画廊”的是湖南美庐文化艺术馆、长沙典缀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长沙市湘云画廊、长沙世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湘潭天人

合一画廊、怀化市静笃轩画廊和娄底市麓山美术馆 7 家。授牌仪式后开

幕的诚信画廊精品展，集中展出了这 7 家单位拥有的精品力作以及湖南

极具代表性的当代艺术作品，展期 5天。 （张 玲 周东平）

11月 27日，湖南省隆回县西洋江镇苏河小学贫困学生正在诵读《百孝篇》。当天，爱心人士为该校贫困学生送来电脑、书包、

图书等物品，并组织受助学生诵读《百孝篇》，开展感恩励志教育，希望孩子们长大后传递爱心、回报社会。 罗理力 摄影报道

专家研讨抗日题材力作《来生再见》
本报讯 11 月 21 日 ，何 顿 的 长 篇

小说《来生再见》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中国作家》杂

志社、湖南省作协、长沙市文联、江苏

文 艺 出 版 社 主 办 ，长 沙 市 作 协 承 办 。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李敬泽，湖南省作协副主席、长沙市

文联主席何立伟等近 40 位专家学者参

加研讨会。

何顿，长沙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

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作为

湖南的实力派作家，《来生再见》是何

顿继长篇小说《抵抗者》、《湖南骡子》

后的又一部抗日题材长篇力作，讲述

了主人公“黄抗日”那一代人的传奇经

历：出生时正逢军阀混战；长身体的时

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刚打完抗日战争，

又是国共战争。不打仗了，“反右”又来

了，接下来又是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

吃了几代人的苦，能干事的时候，“左”

的路线把他们钳制得半死不活；可以放

开干的时代来了，他们又老了……何顿

用朴实而生动的笔墨，试图艺术地还原

一段历史。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来生再见》延

续了何顿一贯的写实风格，关注了战争

中的人性。小说在人物角色设置、语言

行为描写、情节发展上都十分紧凑、扎

实，再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从一

个小人物的奇葩经历和生存智慧来映

射一代人的传奇经历。

（吴晓华 周永康）

全国昆曲优秀青年演员展演“相约郴州”

昆曲：薪火相传艺术常青
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