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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11 月 23 日至 26 日，来自湖北省 17 个地市州各

文艺团队的 800 多名演员齐聚武汉，在 4 天的时间

里用 49 个节目为几千名观众奉献了 4 场精彩绝伦

的演出，火爆的气氛驱散了初冬的寒冷，带给观众

无限暖意。

“文化力量 民间精彩”湖北省首届社会文艺

团队展演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化厅和湖

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分为民族器乐、小戏小

品、民间曲艺、民间歌舞 4 个类目进行展演，每场展

演结束后，由 5名专家评委和 17名大众评委现场打

分，经评审合议后评出展演的各项奖项。本次展

演共评出一等奖 8名，二等奖 12名，三等奖 16名。

节目：荆风民俗 古风新意

此次展演的大部分节目都与当地民俗民情有

关，比如舞蹈《土家族撒叶儿嗬》就是一种祭祀歌

舞；民间舞蹈《闹花轿》则表现的是嫁娶风俗。荆

楚大地的民俗文化犹如散落在民间的珍珠，在流

逝的岁月中滋养着民众，是人民生活的诗意表

达。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很多民间文

化日渐式微，甚至凋零、湮灭。湖北各地高度重视

民间文艺保护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了一批特

色的社会文艺团队，举办民间文艺展演，让草根艺

人和民间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也为观众奉献了

一场纯正的民间文化盛宴。

在铿锵的锣鼓声里，在美妙动人的歌舞里，

在富有乡土气息的南腔北调里，湖北各地的风情

一一展现：大冶千年不息的炉火、罗田变换无穷

的美景、棉乡天门清新的早春、仙桃的荷香、黄石

的花海、梁子湖的红菱、枣阳的酸浆面……多少

年的乡土传承，多少年的质朴情怀，怎能不让人

眷恋！

在土家汉子雄浑刚劲的动作里，在清丽婉转

的琴声里，在古朴动人的戏文里，观众对其中积极

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生命观念心生敬佩，对“闲来

简板敲明月，醉后渔歌云春秋”的生活场景心生向

往，对“日出东方晚落西，世人何必用心机”的感悟

油然认同……多少人生智慧，多少民间真情，尽在

一笑中！

节奏鲜明、曲调流畅的枝江吹打乐与清新明

快、极富表现力的土家打溜子巧妙地融合在一

起，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受，传承和创新也发

挥得淋漓尽致。古老的皮影戏配上现代的烟幕

技术，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传统的曲调曲牌唱

的是精准扶贫、廉洁党风、公益事业，真正做到了

与时俱进；聚焦传统行 业 的《九 佬 十 八 匠》被 搬

上 舞 台 ，让 年 轻 一 代 对 逝 去 的 时 代 增 加 了 了

解，更让中老年观众对民间艺人的生活无限缅

怀 ，具 有 朴 素 和 怀 旧 的 美 感 …… 传统民俗演绎

出的时代气息、流行风尚，始终贯穿、洋溢于展演

节目和团队。

团队：扎根乡土 服务乡亲

优秀的节目离不开优秀的团队。社会文艺团

队是指群众文化工作者及业余文艺爱好者组织或

参与的社会文化团体。其活动形式便于群众参

与，内容贴近群众生活，是广大群众文化权益自我

保障的直接体现。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社会文艺团队是文化强省建设

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对接城乡群众文化需求、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基层文化资源要素、动

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湖北省首届社会文艺团队展演活动自今年 4

月启动以来，全省市、县、乡三级层层发动、集中展

演，踊跃报名、积极参与的社会文艺团队就有 3 万

多支。这些文艺团队涉及各行各业，既有社区居

民、离退休干部，也有农村群众、进城务工者，还有

企业工人、在校学生和自主创业人员。在展演活

动的开展中，一批扎根基层、素质较高、专兼结合

的群众文艺工作队伍逐步壮大，一批文明和谐、

友爱互助、水平精湛的群众文艺团队茁壮成长，

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审美品位、健康积极的

群众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一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

和带动性的群众文艺品牌活动渐成规模，为进一

步丰富活跃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有益

贡献。

2014 年，湖北省文化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省社会文艺团队建设的意见》，就规范队伍建

设与管理、改善活动设施和设备、拓宽活动舞台和

空间、加强对社会文艺团队的投入、加强团队人才

队伍建设等做了细致的要求。湖北目前已初步形

成覆盖全省的社会文艺团队培训网络。

本次展演的节目黄梅戏《王瞎子骗婚》摒弃

传统表演内容里的糟粕，以清新的格调、诙谐的

语言和真情实感的人性美征服了观众的心，让

全场观众叹服。该剧是由黄梅县禅文化黄梅戏

剧艺术团新编的黄梅剧，排练历时两个多月，最

终呈现很惊艳。该剧团在乡镇村落的演出场场

爆满，甚至远在江西的观众都赶来看演出，每年

观众近 10 万人次。长期以来，该剧团不盲目迎合

市场，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该团团长认

为“流传千年的黄梅戏是绿色生态精神食粮，一

定要坚守文化的节操”。今年湖北洪涝灾害期

间，剧团还为受灾群众及抗洪官兵进行了多场慰

问演出。

京山县实验花鼓剧团此次带来的表演唱《九

佬十八匠》也给各个年龄段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

象。该剧团成立于上世纪 80 年代，经过时间的洗

礼，终于走出了一条自我发展的新路。演员们苦

练“一专多能”，人人能歌善舞，个个能操作音响，

演出时大家不分台上台下，主动配合、全力以赴；

剧团还探索群众欢迎的演出形式，通过拓展家庭

文化、培育企业文化、助推广场文化，拓宽了自己

的市场生存空间，最终赢得了社会认可，不断发展

壮大。如今，该剧团每年演出都在 200 场以上，其

中文化惠民演出 50 场以上，每年演出收入 50 万元

左右，观众人数也有了大幅提高，在全县 1000 多个

农户家门口进行演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被当地的干部群众称为“新时期活跃在

本乡本土的文艺轻骑兵”。

展演：草根唱戏 民间精彩

“文化力量 民间精彩”系列展演活动是湖北

省重要的文化活动品牌，主要展示百姓自编自导

自演的文艺作品，具有很好的群众口碑和广泛社

会影响。自 2014、2015 年连续两年以广场舞展演

的形式推出以来，该活动已经成为全省广大群众

乐于参与、竞相展示、自我提升的良好平台。本届

展演活动首次面向全省社会文艺团队，分为百佳

民营艺术院团评选、“民间文艺能人”网络评选和

优秀社会文艺团队展演三项内容，其中，舞台展演

以展示具有民族民间特色、地域原生风貌、适合舞

台表演的民族器乐、民间曲艺、小戏小品、民间歌

舞 4 个艺术门类为主，得到了各级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基层群众的热烈响应。

本次展演是湖北省社会文艺团队的首次展

演，但是反响之好出乎意料。“跟以前相比大不一

样了。以前我们忙得热火朝天，但是观众还需要

我们去动员。现在好了，根本不用组织，都是自发

赶来看节目。”一位基层文化工作者说，“本地人尤

其是中老年人非常喜欢看这种草根文化节目，因

为这些节目他们都十分熟悉。另外，对政府部门

来说，组织本地文艺团队进行展演不仅节约了聘

请专业演员的成本，也为普及民间文化和发现、培

养人才奠定了基础。”

本次展演活动表演形式非常丰富，有多姿多

彩的民间歌舞、韵味十足的地方小戏、鲜活质朴的

民间曲艺和热烈奔放的民族器乐，是一场真正属

于老百姓自己的文化盛宴。展演的 49 个文艺节目

是在全省的评比选拔、激烈角逐后产生的，展示了

湖北地域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代表着荆楚文

艺工作者的水平和精神风貌。湖北省各级政府在

此次活动中高度重视并努力做好服务工作，构建

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各地的文化工作者也积极响

应，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保证了此次活动组织得

富有成效。湖北省群众艺术馆作为承办单位之

一，在最终展演的演职人员接待、节目美化、舞台

呈现等多方面尽心尽力，也给湖北省各地基层文

艺工作者留下了很好印象。

湖北省首届社会文艺团队展演虽然已经落下

帷幕，但是催人奋进的文化力量、动人心弦的民间

文艺永远不会终场。 （本版图片由游敏拍摄）

文艺团队聚武汉 民间文化竞风流
——“文化力量 民间精彩”湖北省首届社会文艺团队展演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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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皮影情》

恩施扬琴《黛玉葬花》

长阳南曲《渔家乐》

梁山调小戏《挖穷根》

黄梅戏《王瞎子骗婚》

吹打乐《丝弦锣鼓》串烧

民俗歌舞《土家撒叶儿嗬》

宜昌吹打乐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