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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湘剧在塞纳河畔“圈粉”
——法国巴黎“中国戏曲之夜”侧记

贾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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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文化有为
贺华珍

一场主题为“精准扶贫”的大型

文艺演出，辗转三湘大地，6 个月时间

里，演出团队足迹遍布全省 16 个县

市，巡演 21 场，为近 50 万群众送去精

神文化大餐。6 月 16 日，这场文艺演

出在怀化市会同县完美收官。该演

出在为贫困地区百姓送去精神食粮

的同时，也鼓舞着全省扶贫工作者，

在湖南产生广泛的影响。

覆盖全省，历时半年

去年 12 月 27 日，湖南省“精准扶

贫”专题文艺晚会全省巡演启动仪式

在长沙启幕。巡演旨在落实湖南省

文化精准扶贫九大措施实施方案，全

方位推荐和宣传湖南省精准扶贫典

型 ，引 领 和 推 动 湖 南 省 精 准 扶 贫 工

作。巡演活动由湖南省文化厅主办，

由 省 湘 剧 院 具 体 承 办 ，联 合 省 话 剧

院、常德市丝弦艺术团、岳阳市巴陵

戏传承研究院等多家演出单位，精选

11个节目展开全省巡演。

本 次 巡 演 共 分 为 四 轮 ，覆 盖 面

广，涵盖长沙、永州、江永、隆回、武

冈、洞口、涟源等 16 个县市。从繁华

的都市到偏僻的乡村，从流光溢彩的

舞台到狭小的乡间小学操场，大大小

小的演出21场，受众近50万人次。

巡演从去年年底开始，截至今年 6

月 16日，历时半年。寒来暑往，演出团

队在为群众送去精彩文艺节目的同

时，内心也有了温暖的感光。“一路辛劳

奔波，在演出的同时我们也走访了不

少贫困户，不仅送演出下乡，也给乡

亲和孩子送去温暖和爱心，看到他们

脸上真诚的笑容，我们觉得很欣慰。”

参与巡演的国家二级演员李希恩说。

鼓舞干劲，广接地气

本次巡演的节目内容丰富、表演

形式多样、地域特色浓郁，有小品、歌

舞、花鼓戏、常德丝弦、湘北大鼓等艺

术形式，所有节目都紧扣“精准扶贫”

这一主题。题材源自群众身边的精

准扶贫故事，通过演绎回馈群众，这

是本次巡演节目的一大亮点。

话剧《十八洞》片段从农民的视角

反映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生动地阐

述了扶贫先扶志的道理，发人深省；常

德丝弦《特别党委会》将扶贫故事融入

传统曲艺之中，故事性强，亲切感人；

小品《谢谢你的“渔”》讲述贫困单身汉

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发生的一系

列幽默逗趣的故事，让人捧腹……

本次“精准扶贫”专题文艺晚会

导演周亚男表示，参与巡演的节目不

管是内容还是素材，都很贴近观众、

接地气。主办者想通过这些节目宣

传中央精准扶贫政策，为参与精准扶

贫的干部树立榜样，同时也通过节目

让困难群众感到温暖，让他们对实现

脱贫抱有希望。

文化惠民，助推脱贫

每场演出虽然只有 90 分钟，但是

幕后凝聚了湖南省文化厅以及省直、

地 方 演 出 单 位 近 几 年 来 的 工 作 成

果。演员们真诚的演出给基层群众

描绘了湖南精准扶贫工作的艰难历

程和民生发展的幸福画卷，展现了湖

南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努力奋斗

实现全面小康的精神风貌。

文艺助力精准扶贫。近年来，湖

南省文化厅鼓励艺术家深入基层，扎

根群众，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鼓

励创作一些鼓舞人心的好作品，为推

进精准扶贫工作鼓与呼，为群众提供

良好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次巡演有上千人参与演出，是

全省文化惠民活动的一部分。通过总

结这次巡演经验，我们打算下一步继

续选择精品节目去人民群众中开展巡

演。让更多的文化艺术单位投入文化

惠民活动当中，让文化扶贫和经济扶

贫、社会扶贫一起结合起来，助推贫困

群众早日脱贫。”湖南省文化厅党组书

记、厅长禹新荣说。

“瑶山有好水，好水酿好酒，五谷

瓜箪酒，情系好朋友……”6 月 18 日，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林业局退休职

工李湘萍大妈带着她的学生，一边唱

着《敬宾朋》原生态 瑶 歌 ，一 边 跳 长

鼓舞。

10 多年前，46 岁 的 李 湘 萍 因 病

退 养 。 一 次 回 老 家 时 ，她 无 意 中 得

知 长 鼓 舞 受 现 代 文 化 冲 击 ，面 临 失

传。作为瑶族后代的李湘萍觉得很

可惜，在乡亲们的鼓励支持下，她决

定学习长鼓舞。2005 年 1 月，李湘萍

拜江华“长鼓舞王”83 岁的李根普为

师，经过一年努力，她娴熟地掌握了

32 套长鼓舞套路。2008 年，长鼓舞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遗 名 录 ，李 湘 萍 的

信 心 更 足 了 。 当 年 底 ，她 冒 着 严 寒

到江华最偏远的高寒山区两岔河乡

峻 山 村 收 集 长 鼓 舞 资 料 、学 习 原 生

态 长 鼓 打 法 。 后 来 ，李 湘 萍 又 向 第

30 代原生态长鼓舞传承人蒋丙莲，

民 间 长 鼓 舞 艺 人 冯 茂 林 、盘 上 科 学

习 100 余套模拟动植物、模拟生产生

活的长鼓舞动作。

2011 年，李湘萍开办江华首个瑶

族长鼓舞免费培训班，开班 3 天，报名

参 学 人 数 达 300 多 人 。 2012 年 5

月 ，李 湘 萍 牵 头 组 建“ 神 州 瑶 都 尤

棉 歌 鼓 队 ”，开 始 以 赛 促 传 的 模 式

推 动 瑶 文 化 传 承 。 她 带 领 学 员 参

加各类赛事、专场演出 100 余场次，

经 媒 体 报 道 ，长 鼓 舞 传 播 到 各 地 ，

中 南 民 族 大 学 、中 南 大 学 等 高 校 的

学者慕名前来收集长鼓舞资料。

今 年 以 来 ，江 华 推 动 学 习 长 鼓

舞 ，李 湘 萍 主 动 走 进 长 鼓 舞 教 学

队 伍 ，推 进 长 鼓 舞 的 传 承 。“ 一 辈

子 很 短 ，要 教 更 多 的 人 学 会 长 鼓

舞 ，把 长 鼓 舞 推 向 世 界 。”李 湘

萍 说 。

6 月 16 日，湖南省文化厅 2017

年“送戏曲进万村 送书画进万家”

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同县举行。省

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禹新荣，省

文化厅副厅长鄢福初，怀化市委常

委、副市长朱治龙等出席。禹新荣

指出，要强力推进文化扶贫、“送戏

曲进万村 送书画进万家”活动等

文化民生工程，用文化的力量提振

脱贫致富的坚定信心。

6 月 13 日至 16 日，湖南省湘剧

院文艺小分队赶赴会同县坪村镇枫

木村、临城镇金寨村、广坪镇羊角坪

村、高椅乡翁高村四地巡演，为当地

村民奉上了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你的手儿很温暖，总是忙忙

碌碌从早到晚……”清澈悦耳的歌

声回荡在群山间。14 日，省湘剧院

文艺小分队在临城镇金寨村的演

出在女子合唱《你的手儿很温暖》

中拉开了帷幕。一位位演员粉墨

登 场 ，萨 克 斯 独 奏《西 班 牙 斗 牛

士》、杂技《滑稽吐蛋》、特色湘剧高

腔《打猎回书》等精彩节目接连不

断。演出中虽下起了雨，但观众却

始终不肯离去。

这次活动的导演，省湘剧院副

院长周亚男感慨地说：“‘双送’既

让百姓得到了文化福利，也让戏曲

创作表演更贴近百姓生活，让演员

们受到了心灵洗礼。”

在巡演开展的同时，艺术家们

的 书 画 创 作 也 如 火 如 荼 地 进 行

着。16 日，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鄢福初率倪文华、杨国平、胡紫桂、

吴萍等书画名家在会同县开展“送

书画进万家”惠民活动。在会同县

粟裕希望小学，名家们挥毫泼墨，

创作台被围得水泄不通，前来观赏

学习的孩子们都把眼睛瞪得大大

的，不时发出惊叹。

湖南省美术协会副主席、湖南

科 技 大 学 教 授 杨 国 平 是 会 同 人 。

他将故土情怀寄托于创作中，一幅

生动的山水画——《常为故乡山水

醉》跃然纸上。杨国平认为，“送书

画进万家”能够让艺术创作更多更

好地走向生活、走向大众，拉近艺

术家与百姓的距离，让更多的人了

解艺术、了解中国文化，意义深远。

湖南“双送”活动自 2016年启动

以来，已经进行了约1.15万场惠民演

出，送书画作品5万多幅。今年，湖南

省文化厅将面向全省开展惠民演出

1.5572万场，送书画作品2万余幅。

“精准扶贫”专题文艺晚会巡演现场

退休大妈的长鼓舞情缘退休大妈的长鼓舞情缘
唐世日唐世日 陈永祥陈永祥

李湘萍（左一）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河路口中心小学教老师学习长鼓舞

本报讯 6 月 18 日，为庆祝即

将 到 来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九 十 六 周

年 ，由 湖 南 省 文 化 厅 机 关 党 委 支

部与湖南省文化厅艺术幼儿园在

职 党 支 部 主 办 ，湖 南 省 文 化 厅 艺

术 幼 儿 园 承 办 的“ 传 经 典 ，颂 党

恩”迎七一庆典活动在长沙举行。

此次活动以“传经典，颂党恩”为

主题，以诗歌诵读为主要形式。湖南

省文化厅幼儿园的小朋友先后表演

了 RAP《红星闪闪》、快板《夸夸我们

新长沙》、戏曲舞蹈《童星戏梦》、诗词

朗诵《祖国的怀抱》等丰富多彩的节

目。由湖南省直工委组织部党支部

与湖南省文化厅直属机关党委党支

部朗诵的诗歌《沁园春·雪》《同一首

歌》，字字深情，饱含了共产党人对党

的忠贞与热爱。本次活动旨在增强

广大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幼

儿爱党爱国情怀。 （贾 艳）

青少年党史国史主题教育活动启动
本报讯 6 月 15 日，湖南省青

少年党史国史主题教育活动在长

沙启动。启动仪式上举办了题为

《向青少年提供最好的‘教科书’和

‘营养剂’》的专题讲座。湖南将全

面推进青少年党史国史教育常态

化，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的社会文化环境。

湖南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张帆在启动仪式上介绍，开展青少

年党史国史主题教育活动，将充分发

挥文化共享工程资源平台优势和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服

务阵地优势；湖南各级各类艺术表演

团体将创作和复排一批讴歌党史国

史辉煌历程的优秀剧目送进社区、学

校和农村；湖南各地博物馆、纪念馆

（地）等将对青少年进行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党史国史教育。据悉，此次

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 （贾 艳）

长沙图书馆编辑抗战老兵口述史
本报讯 （驻 湖 南 记 者 张 玲

通讯员李邵）6月 18日，长沙图书馆

举办声音图书馆“口述长沙”项目

发布会，7 位均龄近百的抗战老兵

在现场与读者一起回忆抗战历史，

口述史《老兵》一书也在发布会上

与读者见面。

口述历史 具 有 独 特 的 史 料 价

值 和 学 术 价 值 ，能 够 很 好 地 记 录

历 史 ，传 承 文 化 。 长 沙 图 书 馆

“ 口 述 长 沙 ”项 目 旨 在 用 历 史 亲

历者的声音唤起更多年轻人对历

史的感恩和敬意。为更好地保存

和 整 理 口 述 历 史 ，该 馆 还 聘 请 了

5 位 本 土 文 史 学 者 担 任 顾 问 。 据

介 绍 ，《老 兵》一 书 由 孟 企 平 编

著，系根据 53 位抗战老兵口述整

理而成。

第三届非遗摄影大展举办
本报讯 6 月 19 日，由湖南省

文化厅主办的湖南第三届非物质文

化遗产摄影大展在益阳市启动，湖

南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帆

出席。作为全省 2017 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季”系列活动之一，该摄影大

展吸引了来自长沙、株洲、益阳、邵

阳等地的摄影爱好者参与。

本次摄影大 展 要 求 参 赛 作 品

以湖南省范围内的国家、省 、市 、

县级非遗名录项目及其代表性传

承 人 为 主 要 拍 摄 内 容 ，将 评 选 出

112 幅 入 选 作 品 ，包 括 金 质 收 藏

奖 2 幅 、银 质 收 藏 奖 4 幅 、铜 质 收

藏 奖 6 幅 及 优 秀 作 品 20 幅 、入选

作品80幅。 （李 邵 廖晓菲）

湖南省美协副主席杨国平在会同县图书馆现场作画

“你们的湘剧好神奇呀！袖子好

长好漂亮。”6月 6日，在法国巴黎城堡

歌剧院，湘剧表演艺术家陈爱珠和湖

南省湘剧院院长、梅花奖获得者王阳

娟收获了不少当地“粉丝”。作为拥

有 600 余年历史的湘剧，表演丰富多

样，层次分明，唱腔细腻动听，特别是

高腔，极具湖南“辣”味儿。

此次湘剧《拜月记之双拜月》《秋

江》、昆曲《怜香伴》、京剧《天女散花》

等多剧种经典剧目受邀参加了由巴

黎市政厅、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巴黎

艺术协会主办的“中国戏曲之夜”，为

法国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中

国戏曲文化大餐。

如何打破语言和文化背景的限

制，让湘剧的魅力在法国的舞台上得

到充分展示？湖南省湘剧院想了不

少办法。为了帮助法国观众更好地

理解剧情，现场同步滚动中法双字幕

选择有代入感的法国歇后语和地方

俚语来翻译文字，让观众更易理解古

典艺术的对白与唱腔文字。湖南省

湘剧院在了解到法国人对原汁原味

的戏曲兴趣更浓后，在剧目的题材选

择上，都以经典剧目为主，此次演出

的《拜月记之双拜月》与《秋江》均为

湘剧的知名剧目，其中《拜月记之双

拜月》专门恢复了帮腔元素，让湘剧

一唱众和的特征得以淋漓展现；在服

装造型上面也花了不少心思，采用手

工 真 丝 苏 绣 ，按 照 剧 中 主 角 的 名 字

“瑞兰”“瑞莲”打造兰花、莲花图腾服

饰，飘逸的一体垂坠外披、收腰的老

工匠手工剪裁内衬。

值得一提的是，当法国观众得知

舞台上千娇百媚、嗓音像 16 岁姑娘一

样清甜明亮的“年轻演员”陈爱珠竟

然已经 76 岁高龄的时候，观众席上发

出阵阵惊叹，掌声雷动。

“这次演出压力特别大。”作为此

次法国巴黎“中国戏曲之夜”年龄最

大的演员，陈爱珠坦言，湘剧虽然在

国内获奖无数，但是走出国门专门演

出的次数并不多，这次代表中国戏曲

文化走向法国的舞台，一刻也不敢放

松。从接到演出通知起的这一个多

月里，陈爱珠每天喊嗓练功，穿着两

寸半高的鞋子走台步。因为《拜月记

之双拜月》中有跪下拜月的场景，为

了避免在舞台上出现跪下去起不来

的情况，排练的这段日子里陈爱珠的

膝盖遭了不少罪。“2000 年退休以后，

这样高强度的训练还是第一次。”陈

爱珠说。

此次湖南戏曲团队的精湛演出

获得了高度认可，由英国、德国、法

国、意大利组成的评审团，经过 10 天

审核与评选，最终由陈爱珠和王阳娟

主演的《拜月记之双拜月》获得了法

国巴黎“中国戏曲之夜”优秀剧目展

演金奖，同时，陈爱珠还荣获了法国

巴黎授予的艺术终身成就奖。6 月 6

日演出结束后，陈爱珠、王阳娟等艺

术家荣获由巴黎市政厅颁发的“中法

文化交流大使”的荣誉称号。

湘剧作为湖南的文化名片之一，

正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接下来我们

会在欧洲的意大利、德国等国家进行

巡演。”王阳娟表示，将在保留湘剧的

原汁原味，传播湖南文化的同时，积极

学习吸收世界优秀文化。

《拜月记之双拜月》在巴黎城堡歌剧院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