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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优秀文化志愿者风采录（之一）

编者按：2014 年是文化部、中央文明办确定的“文化志愿服务推进年”。湖南省 4 万余名文化志愿者深入到社区乡村，举办各类文艺演

出、辅导讲座和展览展示，通过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政府提高了服务效能，文化志愿者实现了自我价值，群众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文化单位更

好地体现了社会责任，企业等社会力量提高了知名度和美誉度，取得了一举多得的良好效果。本报开辟了湖南优秀文化志愿者系列报道，

以期展现文化志愿者风采，让更多的热心人士加入到文化志愿者的行列中来。

孙庆宪，男，湖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书协会员，衡阳市音乐

家协会理事、市关工委关爱艺术团第五分团团长、市书协理事、市民族

管弦乐学会副会长、市三缘文化艺术活动中心主任。2013 年 12 月自愿

成为衡阳市文化志愿者。

孙庆宪自幼酷爱音乐，多才多艺，并得到费天帆、闵澄芳等指点。

青年时有音乐作品数十首发表于省、市级刊物，曾多次在各级文艺会

演中获奖，其创作的《工人爱唱跃进歌》、《我为革命来学习》、《窗前的

歌》在音乐界影响颇大。近年来培养的书法、音乐学生有数 10 人在省

市获奖。

他创办衡阳市三缘文化艺术活动中心，于 2009年 11月在市雁峰区工

商局注册登记，专职工作人员 3人，聘请专业教师 5名，人员基本稳定。现

有小型演艺厅 1 间，工作室 1 间，教室 2 间，拥有专业音响、灯光设备和各

种器乐几十件。创办 6 年来，共组织大型文艺演出 60 余场，个人独唱（独

奏）音乐会 6 场，传统文化教育专题讲座 10 场，音乐培训班 40 期，200 余名

学员已输送到市内各大群文团队。

6 年来，孙庆宪组织会员深入社区、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与

市 委 、市 政 府 、市 文 广 新 局 组 织 的 专 场 演 出 60 余 场 ，受 惠 群 众 万 余

人。2014 年，他及他带领的三缘文化艺术团参与衡阳市委宣传部主

办的公益讲座“雁城市民课堂”一场。在三缘文化活动中心、市老年

大学免费培训群文骨干 80 余人，参与、指导各级各部门组织的群众演

出活动 9 场。著名衡阳籍诗人洛夫赞他为“衡阳民间文化的点灯人”。

（吴晓华）

【【优秀个人优秀个人】】孙庆宪孙庆宪

民间文化的点灯人

孙庆宪（右）指导学员练字

【【优秀组织者优秀组织者】】陈自安陈自安

打造基层文化品牌
陈自安，男，湘潭市岳塘区文体广新

局党组书记、局长。近年来，他狠抓基础

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基层文体活动环境。

一是完善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在陈

自安的积极争取下，岳塘区在湘潭 5 个县

市区中率先设立了 200 万元文化事业发

展资金。二是健全城乡覆盖文化阵地网

络。2011 年 12 月，区文化馆被命名为“一

级文化馆”。区图书馆 2013 年 10 月被文

化部命名为国家三级图书馆。全区共建

设了 13 个标准化乡街综合文化站，全区

村社区均建有文化活动室，区、乡、村三级

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建成，构建了覆盖

城乡、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

是打造共建共享文化资源平台，建立了文

化信息工程岳塘支中心。

在陈自安的带领和组织下，着力打造

文化品牌，丰富群文生活。全区举办了 7

届文化艺术节和 3 次大型广场舞比赛。

打造了 5 项在全市叫得响、在全省有影响

的文体活动品牌各乡街文化站平均举办

“欢乐潇湘、幸福湘潭”专场文化会演、“周

周乐”广场文化活动、“广场舞比赛”“红歌

会”等公共文化和群文活动 4 次以上，基

本形成了“天天有活动、月月有重点、年年

有高潮”的大好格局。

坚持文化导向，积极实施文艺精品

创作。2011 年，在陈自安的倡导下，创办

了《岳塘文艺》季刊杂志。同时，陈自安

一 直 对 文 艺 创 作 方 面 倾 注 大 量 精 力 ，

鼓 励 和 引 导 文 艺 家 创 作 一 些 精 品 ，为

他 们 解 决 创 作 场 地 、经 费 等 实 际 问

题 。 近 年 来 ，岳 塘 区 创 作 了 一 大 批优

秀的文艺作品。 （梁利平）

陈自安（中）与演员交流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身段课堂教学

在文化强省的大背景下，湖南地

方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重中之

重。湖南戏曲表演艺术人才培养虽可

圈可点，但仍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

需高度关注。基于此，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组织人员进行了调查研究，摸清

了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们结合

多年从事戏曲教育的实践和思考，对

拓展戏曲办学思路、提高戏曲教育质

量、加强新时期戏曲表演艺术人才培

养等，均有积极的建议与对策。近日，

笔者专访了牵头进行调查的湖南艺术

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鲁雁飞，共享了他

们的调研成果。

两种培养模式结合

鲁雁飞说，当前，承担湖南省戏曲

表演艺术人才培养的高校只有湖南艺

术职业学院，前身为湖南戏曲学校，办

学 63 年来，培养了一大批戏曲表演人

才，先后有张也、瞿颖等人，从学院戏剧

专业毕业后走向全国。湖南专业艺术

院团的绝大部分演员、演奏员和业务骨

干毕业于该校。学院戏剧系戏曲表演

专业现有学生 239 人，正式在编教职工

中湘剧表演 5 人，花鼓戏表演 5 人，器乐

表演 5 人，其他 2/3 为外聘教师和外请

代课老师。有梅花奖获得者 1 人，省级

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各 1 人，全省高

校青年骨干教师 1人。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表演招生

注册情况，近 5 年来每年近 100 人，这几

年略有减少。此外衡阳艺校现有一个

花鼓专业，有学生 23 人；原邵阳艺校现

有戏曲专业学生 47 人；原郴州艺校开

设了一个湘昆班，学生 24人。

培养模式方面，鲁雁飞说，戏曲专

业的培养模式基本有两种，一种是学

校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自主招生、自

主培养的常态模式。一种是委托培养

模式。湘剧和花鼓戏是湖南的代表性

戏曲剧种，一直是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办学的主专业，基本为常态培养，每年

都招一批新生。其他 17 个地方戏，主

要是根据文化部门的需求代为培养。

如原邵阳艺校的武冈丝弦专业是与武

冈市文广新局联合办学，定向委托培

养。衡阳艺校花鼓戏专业是为衡阳花

鼓戏传承保护中心定向委托培养。原

郴州艺校的湘昆班是为湖南昆剧院定

向委托培养。2011 年湖南艺术职业学

院戏剧表演专业实施自主单招，3 年面

向剧团招收全日制脱产学生 70 余人，

学制 2 年。

常态培养模式，尤其是委托培养和

进修班模式把湖南院团的需求和院校

的办学宗旨结合起来，为地方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专业人才，为湖南非遗的保护

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面临问题颇多

鲁 雁 飞 说 ，调 研 中 ，大 家 反 映 当

前 戏 曲 人 才 培 养 存 在 政 府 对 戏 曲 教

育 支 持 还 不 到 位 、办 学 空 间 萎 缩 、教

育 成 本 高 、生 源 数 量 与 质 量 下 降 、师

资队伍青黄不接、就业结构性失衡等

突出问题。

政策支持不到位。一是顶层设计

尚不到位。大家普遍认为，湖南对戏

曲教育的发展与扶持，缺少全方位调

研与思考，缺乏系统思维。二是办学

投入不足。原湖南的几所艺术院校，

因经费投入不足，办学空间狭小，办学

条 件 简 陋 ，实 习 实 训 设 施 与 设 备 陈

旧。全国有十来个省份实施戏剧生免

学费政策，并建立了专门的奖励基金，

以吸引优质生源，但湖南这一方面至

今 还 没 有 动 静 。 三 是 政 策 设 计 有 漏

洞。一方面，现行的国家中职助学金

资助政策规定资助时间只有两年（主

要针对 3 年制中专而言），没有考虑到

戏 曲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和 学 制 的 特 殊 性

（至少 5 年）；另一方面，国家对中职生

的免学费政策明确将艺术类表演专业

（含戏曲）排除在外，地方财政对戏曲

专业没有足额配套到位。

办学空间萎缩。一是原有的 4 所

戏曲学校 50%经演变、合并而消失。湖

南省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在长沙、衡

阳、邵阳、常德设立了专门的戏曲学校 4

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加上戏曲

专业的特点限制，以及其他文化元素的

冲击，后纷纷更名为艺术学校，戏曲萎

缩成为专业科；本世纪初，文化部门管

理的艺术中专学校没有得到足够的扶

持与推广，最终走向并校之路。常德艺

校（原常德戏曲学校）2003 年并入湖南

文理学院音乐系，戏曲专业彻底消亡。

在建设文化强省的当务之急，并校之路

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邵阳艺校

2012年脱离市文化局管辖，与当地几所

职校合并，归属市教育局管理。郴州艺

校 2013 年与当地几所职校合并为湘南

幼儿高等专科学校。目前归属文化行

业管理的仅为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衡阳

艺 校 。 二 是 缺 失 本 科 层 次 的 戏 曲 教

育。湖南是全国少数几个没有独立设

置本科艺术学院的省份之一，造成了高

精尖艺术人才培养的断层，这与湖南建

设文化强省的目标不相称。

培养成本高。多年来，戏剧办学主

要是为了传承和保护地方剧种，社会效

益好，却无办学利润和经济效益。就学

生而言，学费一年 5000 元至 7500 元，加

上生活费等一年要 1.5 万元至 2 万元，

家庭的付出也较大。

招生困难。戏曲专业无法像过去

一样挑学生，因为报名的人数往往不

及招生计划的零头，现有的一些学生

甚至是其他专业挑剩的。10 年前，戏

剧表演招生是“花中选花”，现在是“雾

里看草”，有时是求人入校。真正热爱

戏曲、音乐剧艺术并有所追求的不到

总数的 1/4。

师资青黄不接。作为培养戏剧人

才的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随着一

批老艺术家的先后离世，出现了教师行

当不齐、年龄偏大甚至奇缺的现象。年

轻教师缺乏舞台表演经验。教学活动

中起中坚力量作用的教师奇缺，带来师

资结构上的不合理。

就业结构性失衡。一是国有院团

就业岗位饱和，戏曲表演团体是戏曲专

业主要的用人单位，也是戏曲艺术人才

的主要市场。目前国有艺术表演团体

的薪资水平相对较低，一名戏曲演员从

入行到登台需要近 10 年的培养，且训

练辛苦，花费高，可收入远比不上短期

训练的通俗演艺员的报酬，这使得戏曲

专业毕业生不愿到国有剧团就业。二

是民营文艺表演团体高素质艺术人才

引进困难。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毕业

生因前途的不确定性与社会地位的不

高而放弃。

政府须加大扶持力度

目前戏曲艺术人才培养的前景存

在 不 少 危 机 ，这 些 危 机 环 环 相 扣 ，互

为 因 果 。 鲁 雁 飞 说 ，经 过 调 研 ，课 题

组认为：

一是必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戏

曲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

改变目前不景气的状况，必须依靠全

社会的关注，尤其是政府和主管部门

的 支 持 。 建 议 湖 南 要 制 定 好“ 一 纲

要”，实施好“两政策”。按照中央《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精神，今

年在启动实施的 80 多项改革任务中，

要求制定《全国中长期戏曲教育发展

纲要（2015-2025）》，大力发展戏曲教

育。湖南要在全国的基础上，调研并

启动制定《湖南中长期戏曲教育发展

纲 要（2015-2025）》，做 好 顶 层 设 计 。

实施“两扶持”：一是由省政府尽快出

台地方戏曲学生学费减免优惠政策。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设立地方戏曲学

生培养专项基金。二是培养戏曲人才

的 院 校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财 政 要 优 先 支

持、特殊扶持。当前是着力解决湖南

艺术职业学院搬迁扩建面临的资金缺

口问题。目前一期工程存在巨大的资

金缺口，需要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协

调解决。

二 是 完 善 戏 曲 表 演 人 才 培 养 格

局。当前湖南戏曲人才培养工作需要

实施“221”工程，即抓好两大基础工程，

做强两所艺术中专，筹建一所艺术本

科，完善人才培养格局。

实施两大基础工程，拓展艺术教育

空间，培育生源市场，建立正规的戏曲

教育启蒙机构。在中小学开展戏曲进

课堂活动。借鉴教育部开展京剧进课

堂活动的经验，建议在一至九年级学

生中学唱 20 首湖南戏曲经典唱段，潜

移默化地培养青少年对于戏曲艺术的

感情。

做强两所艺校，充分发挥艺术中专

的专业强项、专业特色。建议有关政府

部门在确保衡阳艺校单列，不被吞并的

前提下加强扶持力度，做强戏曲表演专

业。同时要建设好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附属学校——湖南省艺术学校。湖南

省艺术学校规模控制在 1500 人左右，

其中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在稳定现有 200

人的基础上，根据市场发展，每年适度

扩大招生。

以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为基础，做好

湖南艺术学院筹建工作，培养高精尖戏

曲艺术人才。

三 是 提 高 戏 曲 表 演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 调 研 中 ，大 家 普 遍 认 为 校 团 合

作 、资 源 共 享 ，是 提 高 戏 曲 表 演 人 才

培养质量的保障。湖南有 19 个剧种，

国有院团 90 多个，校团一起磋商，根

据 每 个 用 人 单 位 所 需 确 定 招 生 名 额

与行当，有效解决好有些学生一毕业

去从事非学专业的问题。此外，艺术

院校要更关注民间剧团的发展，通过

在职进修、订单式培养和定向委培等

途径，帮助民营艺术表演团体加快人

才队伍建设。

湖湘戏曲表演人才培养现状实录
吴晓华 刘坚平

“打罢门球学拉琴，下完象棋习

诗文。读书作对写墙报，奉献余热

夕阳情。”这是湖南嘉禾县委党校退

休干部刘城荣，近期撰写的一首描

绘退休生活的诗。刘城荣今年 84

岁，他的退休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1989 年，刘城荣退休时立下“退

亦求进奉献余热，休而不闲再干晚

年”的誓言。退休后，他每天坚持读

书和写读书笔记。如今，退休 24年，

他已写下 100余万字的读书笔记。

刘城荣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 6

时前起床，他和老伴先到校内外散

散步，回来学习 1 小时后才吃早饭。

他喜欢打打门球，下下象棋。吃完

中饭午睡后，又学习 1 小时。晚饭

后，他先看《新闻联播》，再学习 1 个

小 时 。“ 每 天 保 证 3 小 时 的 学 习 时

间。”刘城荣说。他学习内容很广，

既有《人民日报》、《湖南日报》、《郴

州日报》等党报，也有《半月谈》、《老

年人》、《退休生活》等杂志。他有不

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阅读报纸杂

志时，总是先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

东西用笔标记好，读完后再按类别

抄写在读书笔记上。白天作好的读

书笔记，晚上他还要细细阅读一遍，

一来可以校对抄写时的错误，二来

也可以加深摘录内容的印象。

县委党校大门前，有一个宣传橱

窗。1999年元旦，刘城荣老人出了第

一期宣传刊。从那时起，他坚持每年

逢重大节日出刊，从 1999 年到 2014

年的 15 年时间里，他出了 73 期宣传

刊。他出宣传刊的内容，就是从读书

笔记中精选的。他把内容交党校领

导审阅后，再裁好纸张，画好格子，用

毛笔书写后张贴到玻璃橱窗里。出

一期宣传刊，从选稿、编稿到书写张

贴，前后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

2006 年，刘城荣编印了《精神文

明箴言汇编》一书。这本 3万多字的

书内容包括劝世良言、家政格言、家

训诗联、修身养性的歌谣等内容。

说起编印这本小册子的初衷，刘城

荣说，现在的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

丰富，精神追求却有些庸俗，他编印

这本书就是要劝导人们树立正确的

道德观。这本书共印了 1500 本，县

委宣传部把它免费发放到全县各乡

镇、机关和行政村。后来，刘城荣编

写了第二本书《保健知识摘编》。县

卫生局审稿后，出资帮他印刷。

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他读书过

程中收获的快乐，2014 年 6 月，他又

编印了《家庭教育参考》一书，这是他

退休后编印的第 9本书，县政法委为

他出资印刷了2000本。他说，家庭教

育至关重要，对孩子的成长、对社会

良好风气的形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编印这本书的目的，是期望给读

者教育孩子时提供一些参考。

刘城荣老人退休后的 3 个心愿

都实现了，问他下一步有何打算时，

他说要趁身体还健康时，再做一些

有益社会的事。

书中自有乐无穷
何光红

刘城荣在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