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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乡 花 鼓 谱 湘 韵
杨新春

楚江花鼓剧团团长郑佐湘（右一）表演宁乡对子花鼓

宁乡花鼓戏唱腔大赛决赛现场

衡山县岳北山歌演出剧照 周乾清 摄 歌手们满怀深情唱起岳北山歌 周乾清 摄

一塘清水一塘莲，红红绿绿水上眠；

哥哥见我长得好，回回采莲走在前……

前一段时间，著名艺术家陈长芬、

杨青、刘和平、张方白、彭峰等人回湖南

衡阳开会，衡阳市原政协副主席欧阳展

之清唱了这首岳北山歌。歌词如同一

幅画、一首诗、一种场景，旋律和曲调是

那么悠扬、古朴、自然、美轮美奂，那种

激情，那种音韵，那种唱腔，那种意境，

那种泥土气和露珠味，令艺术家们叹为

观止。岳北山歌运用本土语言、音调、

题材信手拈来，优美动听，如同一朵朵

晶莹的浪花融入民歌的海洋中。

岳北山歌，是流传于湖南衡山县的

汉族民歌，是当地文化不断积累、沉淀、

筛选形成的艺术结晶，是衡山劳动人民

抒情、言志、联络感情的独特音乐形式

和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歌唱艺术。

岳北因地处南岳衡山之北而得名，

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山幽水静，恬淡温

婉。岳北山歌始创于明洪武八年（公元

1375 年），相传一位姓李的进士因不满

朝廷腐败，弃官隐居于岳北地区。他通

晓音律，爱好诗文，劳作之余，为宣泄心

中情感，常自编词曲唱之，自娱自乐，后

被人们争相仿效，逐步演变成了“岳北

山歌”。其音调高亢，旋律流畅，词韵优

雅，委婉动听，圆润甜美，不受乐律限

制，具有集体创作性、传播口头性、曲调

易变性等特征，被戏曲音乐吸收，构成

花鼓戏和湘剧的主体音乐。

海宽装得万江水，天宽装得千重山；

雷打一声百里应，嫦娥心好远闻名。

懵懂的孩提时代，在穷乡僻壤间，经

常听到青年男女对唱这种山歌，一个个

柔情蜜意风情万种的眉目传情，你唱过

来，我对过去，一唱三叹，婉转迂回，给乡

亲们开启了一个诗意的世界，使枯燥无

味的农村生活变得趣味无穷。他们在劳

动之余对唱山歌，讴歌田园，赞美爱情，

陶冶情操，特别是那种男女对唱，歌声动

听，意犹未尽，日夜不落。“月光出来照四

方，捡起石头丢过墙；想去调情怕狗咬，

哥想妹来妹想郎。”说的是一对青年男女

互相倾慕，可又怕父母与旁人知道，极力

遮掩。让听众感同身受，产生紧张心理，

最后为之释然。“去年同哥喝杯茶，香到

今年八月八；不信哥到妹家看，床头开着

茉莉花。”这首歌谣关乎情爱，没有纠结、

凄切、悲怆，现场感极强，听了让人心里

顿生暖意。“船上一位好哥哥，竹篙子呀

山上拖；日头月光轮流转，今晚宿在哪条

河。”将湘南妹子那种纯情、大胆、豪爽的

性格特征展示得淋漓尽致。而《一塘清

水一塘莲》中“你要采莲就下水，你我同

采并蒂莲”一句，反映出了衡山妹子的美

丽、泼辣和率真。

岳北山歌除了有生动质朴的歌词

外，还有高亢悠长的韵律，这种音调注

重表现青年男女丰富复杂的情感：

打起阳伞下田来，阿哥阿妹把田踩；

南风轻拂面，伞花满垅开；

好像五彩云，朵朵落碧海；

借口唱段踩田调，阳伞难遮情和爱。

哟喂……

打起阳伞下田来，阿哥阿妹把田踩；

姑娘追小伙，伞儿一字排；

好比花蝴蝶，翩翩舞过来；

农家五月勤耕耘，阳伞难遮情和爱。

哟喂……

这首《踩田曲》在岳北农家从古流

传至今，似清泉般从山间地头涌出，泠

泠洌洌、晶晶莹莹、悠悠扬扬，宛如朵朵

鲜花开满衡山大地，让人产生“浑身血

脉都扩张了”的激情。明末清初的王夫

之在诗中就有“贪听姨姨采茶曲”之句，

用“ 贪 听 ”二 字 抒 发 对 岳 北 山 歌 的 喜

爱。清顺治时，刘献庭所著的《广阳杂

记》中亦云：“春日上元，在衡山曾听采

茶歌，赏其音调……”这些岳北山歌经

过艺术家的加工挖掘，有的被传唱到大

江南北。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何纪光深

入到岳北采风，虚心向山歌老艺人求教

高音假唱的发声方法，从民间汲取了宝

贵的艺术养分，他根据岳北唱腔演唱的

《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香》等成

为了家喻户晓、红极一时的经典名曲。

由衡山县文化部门组织编排的原生态

音乐《岳北山歌》，取材于岳北的民间小

调，其旋律优美，内容活泼，主题鲜明，

演唱真切，乡土气息浓郁。2009 年 10

月获得湖南省第三届艺术节金奖，2012

年入选湖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2 年 5 月获得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暨

全国第 15届群星奖。

祖祖辈辈，年年岁岁，唱在放牛层

层叠叠的山坡上，唱在锄地黄黄绿绿的

五谷间，唱在吱吱呀呀的水车中……处

处都是宽阔的舞台，声声都是那么悦耳

动听。岳北农民经常挽着裤腿，打着赤

脚，系着围兜，一边劳动一边用岳北方

言放开歌咙。那高亢激越的声音，诙谐

淳朴的歌词，畅快淋漓的曲调，如同天

籁般的声音令人如痴如醉：

放开喉咙唱山歌，千山回应万山吼；

唱起鲤鱼跳上岸，唱起石头滚上坡；

唱起公鸡生鹅蛋，唱起麻雀变天鹅；

唱天唱地唱古今，唱山唱水唱你我；

唱起太阳不落山，唱起月亮舞嫦娥……

岳北山歌将衡山人的阳光之气和

淳朴坚韧展示得一览无余，尤其是尾音

拖腔迂回婉转，给人以绵绵不绝之感，

语调上也有一种特别的韵味。比如：

山歌莫在我屋前屋后打，打起我一

个四身啊，

麻麻痹痹，痹痹麻麻，

上不得床上下不得踏凳，织不得绫

罗下不得梭，

有日织坏绫罗，要怪情哥哥……

这美的旋律渲染着明明暗暗、强强

弱弱的奇幻光芒，词句之间充满节奏韵

律感，加上句子重音和句尾甩音，无不

体现浓郁的地方色彩，使人在感受其旋

律音韵唱腔意境之美时，不得不惊叹这

奇美的民间音乐作品。也许，正是这种

超强的艺术表现与感染力，岳北山歌与

唐诗宋词、与陕北民歌、与梅兰芳演唱

的黄梅戏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

“在我国的艺术版图上，岳北山歌

似云拥奇峰出，霞飞散绮红。”首都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杨青说，“岳北山歌

不 亚 于 陕 北 民 歌 、山 东 民 歌 、江 西 民

歌。当年，我在衡阳歌剧团工作，经常

与欧阳展之老师一起骑着单车，提着录

音机到处采风，到衡山岳北地区一住就

是半个月，这些创作元素一直沉淀在我

心里，影响至今。”1992 年，杨青以岳北

山歌《一塘清水一塘莲》为素材，创作了

笛子与交响乐《苍》，后改成管弦乐，在

国家大剧院演奏，成为他的成名曲。去

年，文化部艺术司、中国民族管弦乐学

会举办“经典民族管弦乐”评选，全国只

选了 10 首，这部作品以其独到的衡山

气势获得了经典作品奖。20 年 间 ，这

首曲子在世界各地多次演奏，长盛不

衰，成为许多大赛的必奏曲目。

3 月 5 日，宁乡花鼓戏唱腔大赛决

赛在宁乡体育馆举行，22名选手激烈角

逐，通过晋级赛、PK 赛、终极夺金赛，最

终决出金奖 2 名，银奖 4 名，铜奖 15 名

和 3 个单项奖：宁乡正调演唱特别奖、

宁乡花鼓戏传承贡献奖、最佳创新奖。

宁乡花鼓誉满三湘

花鼓戏形成于清代，流行于湘中、

湘东和洞庭湖滨，是一个艺术风格独

特、群众基础深厚、地方色彩鲜明、生活

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剧种。随着艺人

的创作实践逐渐形成了许多路流派，其

中以浏阳、宁乡、益阳、西湖、醴陵五路

为主要流派。这五路花鼓戏因都以长

沙宁乡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故通称为

长沙花鼓戏。

清光绪年间，“湘中岁首有所谓灯

戏者，初出两伶，各执骨牌二面，对立

而舞，各尽其态。”“灯戏”即指花灯、地

花鼓一类的歌舞演唱形式。宁乡花鼓

戏就是在这种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吸

收劳动山歌、走场牌子和戏曲音乐发

展起来的。最初由歌舞形式的地花鼓

发展为较有故事情节的对子花鼓；其

后 发 展 为“ 三 小 戏 ”（小 旦 、小 生 、小

丑），逐渐具有戏剧性质，为草台班演

出阶段；后来吸收其他剧种的腔调、伴

奏和表演等艺术表现手法成为戏曲剧

种。专业班子唱戏影响很大，流传甚

远 ，据 清 同 治 六 年（1867 年）《宁 乡 县

志·风物志》记载，同治六年间，宁乡

流沙河土坝已有花鼓戏社班，名土坝

班 ，有 专 门 的 行 箱 ，活 跃 于 宁 乡 、长

沙、湘乡等地。它的产生和形成都在

民间，不像其他剧种那样先由宫廷、上

层社会提倡然后再传到民间，因此极

具群众性。

宁乡花鼓戏以“三小”（小旦、小生、

小丑）为主要特点。它的各路流派：浏

阳路以“采茶调”为代表，多演《雪梅教

子》、《孟姜女》等正剧；宁乡路因出入城

乡，从而致力于声腔音乐的创新，以小

调见长，处理细腻、字正腔圆、委婉清

新、真挚动听，并发展了弦乐伴奏。各

路花鼓戏经过近百年来的艺术交流，相

互融合，形成了今天较为完整的宁乡花

鼓戏体系。

宁乡花鼓戏自流沙河土坝班成立

以来，历经百多年风雨，涌现出王命生、

肖克邦、伍岳云等一大批花鼓戏表演艺

术人才；优秀剧目层出不穷，《张先生讨

学钱》、《牙痕记》、《兰桥会》等经典剧目

誉满三湘，深刻地影响了湖南花鼓戏的

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草台班子

在广大的农村搭台唱戏，老百姓前呼

后拥，热闹非凡，演戏、唱戏、看戏充斥

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各路人马尽展才华

宁乡花鼓戏唱腔大赛分初赛、复

赛 、半 决 赛 、决 赛 ，自 2014 年 10 月 25

日启动以来，吸引了众多花鼓戏爱好

者 的 参 与 。 除 宁 乡 本 土 外 ，还 有 长

沙、娄底、益阳等周边县市的 6000 余

名 戏 迷 参 加 了 比 赛 。 选 手 多 是 来 自

基层的教师、农民、农民工，还有农村

的草台班子，年龄最大的 81 岁，最小

的 16 岁。花鼓戏唱腔大赛，强调“业

余”二字，低门槛参与，并结合戏曲名

家 赛 前 培 训 ，赛 场 穿 插 名 家 名 段 选

唱 ，为 花 鼓 戏 迷 搭 建 了 一 个 学 习 、交

流 的 平 台 ，提 供 了 一 个 展 示 自 我 、表

现 自 我 的 舞 台 。 大 赛 多 种 多 样 的 表

演曲目，经初赛、复赛、半决赛、总决

赛 10 余场大比拼，让近万名戏迷通过

现 场 、电 视 直 播 、网 络 媒 体 等 形 式 过

足了戏瘾。

在每一场比赛中，各参赛选手轮番

上场，展现花鼓戏演唱才华。“我 7 岁就

喜欢上宁乡花鼓戏，30多年来始终没有

改变。”双目失明的黄腾芳说，“这次比

赛，圆了我登台演唱的梦，也希望通过

这次比赛给自己坚持下去的信心！”

此次大赛铜奖、花鼓戏传承贡献

奖的获得者是 69 岁的宁乡花鼓戏传承

人、楚江花鼓剧团团长郑佐湘。郑佐

湘说，参赛者中有许多是他的学生，为

激励学生，他尽量为他们创造更多表

现的机会并与他们同台竞技。郑佐湘

11 岁时便与花鼓戏结缘。“当时唐市农

业社成立花鼓学习班，组织一批人学

戏，可爹娘不让我参加，我就晚上偷着

溜出去学。有一天邻居吴学军在练习

花鼓戏，我就说，你演得不像，他说，你

演得像你演。我一演，果然比他强，于

是，他向花鼓学习班推荐我。花鼓班

做我爹娘的工作，当时刚上中学的我

就这样吃上了花鼓这碗饭。”后来，郑

佐湘又参加了宁乡县文化馆的花鼓戏

培训，加入了黄材花鼓戏剧团，专门到

黄材水库工地慰问演出。1986 年，郑

佐湘回家创办了楚江花鼓戏剧团，转

眼 50 多年了。

“花鼓一般在正月里或婚庆日打，

旧时是艺人们讨生活的一种手段。”郑

佐湘说，“往日里，艺人到哪家门口打一

段花鼓，户主是要封红包的。”解放后，

这种演出方式遭到了唾弃，再没有艺人

用此讨钱了。后来，由于花鼓戏多是热

闹、喜庆的调子，而且一旦一丑十分方

便，在慰问演出时派得上用场；另外，花

鼓大戏演出时，一般是“三星开场，花鼓

结尾”，就是说福、禄、寿三星开场见喜，

演 出 结 尾 时 打 两 段 对 子 花 鼓 热 闹 收

尾。他说，“花鼓戏的调子我还存着 20

多个，像《放风筝》、《洗菜心》、《铜钱

歌》、《牛郎歌》等，这么多年来，也收了

100 多个徒弟，如今都活跃在宁乡各个

民间剧团里。”

郑 佐 湘 说 ，“ 虽 然 老 百 姓 唱 花 鼓

戏的少了，但他们对花鼓戏还是喜欢

得很，他们点什么我们就演什么。”楚

江花鼓戏剧团一年要演出 100 多场，

剧团可以演出 200 多个剧目。悲剧像

《打猎回书》、《秦香莲》，喜剧像《春草

闯堂》，武戏像《杨金花夺印》、《薛刚

反唐》等，“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最喜欢

听唱腔戏，点得最多的是《花亭会》，

这 是 一 部 很 考 演 员 唱 功 的 戏 ，唱 得

好，那是满堂喝彩！”

传承保护不遗余力

宁乡花鼓戏，是宁乡人民在长期的

生活生产实践中，用戏剧艺术形式，表

达出自己丰富的思想情感，并不断发展

的社会文化现象。反响大，影响深远的

宁乡花鼓戏，在丰富湖湘文化内涵、推

动湖湘文化发展的同时，对于长沙花鼓

戏和湖南花鼓戏形成、影响、传播也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

和艺术价值、科学研究价值。

宁乡花鼓戏在百余年传承发展中，

涌现出众多的领军人才，如罗章林、朱

林武、王命生、刘梅桂、伍岳云等，他们

以自己出色的才艺驰骋于湖南花鼓演

艺市场，使宁乡花鼓戏与长沙花鼓戏、

湖南花鼓戏荣辱与共，相生相依，成为

了一个完美的统一整体。

宁乡流沙河土坝花鼓戏班是最早

进 入 长 沙 城 的 戏 班 子 之 一 ，王 命 生 、

刘 梅 桂 等 主 要 演 员 表 演 的《扯 笋》、

《赶 桌》等 ，被 长 沙 人 称 为 压 城 戏 。

1961 年刘少奇回湖南，在省军区大礼

堂观看了由王命生、伍岳云演出的《书

房调叔》，刘少奇观后对王命生说：“你

把嫂子演活了！”1983 年，中央戏曲研

究院特来湖南录制了王命生与伍岳云

演的《书房调叔》，作为湖南花鼓戏的

代表剧目。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唱花鼓

戏的人越来越少，传承发展出现了危

机。郑佐湘说，“现在的年轻人学戏没

有我们那时扎实了，只要扮相好、嗓子

好就上台了，‘四功’（唱、做、念、打）‘五

法’（步法、身法、唱法、头法、眼法）都不

讲究。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年

轻人有几个能做到呢？只怕十年、二十

年后，观众看不到原汁原味的对子花鼓

了。”2013年，宁乡县成立了花鼓戏传承

保护中心，2014年宁乡花鼓戏入选长沙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鼓戏逐步恢

复了以往的繁荣。如今，宁乡每个乡镇

都有自己的花鼓戏剧团。宁乡县文化

馆副馆长罗汇灵说：“宁乡的花鼓戏爱

好者超过 10 万人，能哼能唱的票友应

该也在万人以上。”

近年来，宁乡致力于打造文化强县

品牌，每年举办多项全县性的戏剧文化

活动和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此次花

鼓戏唱腔大赛，不仅让老百姓享受了一

道文化大餐，而且彰显了城市的文化品

牌魅力。

放 开 喉 咙 唱 山 歌
成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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