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18年 1月4日 星期四本版责编 冯 倩湖湘文化

把
好
戏
送
到
百
姓
心
头

—
—
记
怀
化
麻
阳
苗
族
自
治
县
花
灯
戏
剧
团

王
骁
金
龙

“新时代湖南文艺轻骑兵”系列报道之二：

“有时我们一天要下乡演两场戏，天

刚蒙蒙亮的时候，简单吃上几口馒头就

出 发 ，一 直 忙 到 晚 上 11 点 左 右 才 能

回。”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花

灯戏剧团团长张锦芳介绍，披星戴月、

早起晚睡是他们下乡演出的常态，但大

家乐此不疲。

2006 年以来，麻阳花灯戏剧团将舞

台搭遍苗乡的城镇和村寨，不仅在当地

演出，还惠及毗邻的湘西泸溪、吉首和贵

州铜仁等 20 多个市、县，累计下乡演出

700余场，观演群众达 30余万人次。

位于湖南省西部边陲的麻阳苗族自

治县，县内多山，峰峦起伏。但大山深处

的麻阳人却酷爱花灯戏，看花灯、唱花

灯、谈花灯是村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10 余年来，麻阳花灯戏剧团

的 演 员 们 走 乡 串 村 ，征 服 了 一 座 座 山

头，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送到了百姓家

门口。

“再来个‘打銮’看看！”在热情高涨

的欢呼声中，空翻、踢腿、下腰……一个

个看似简单却十分“硬扎”的功夫在台上

一一呈现。霎时间，掌声、叫好声不断，

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满足。而这些，只是

麻阳花灯戏剧团下乡演出过程中的一抹

剪影。

“有时农忙，舞台就设在稻田中，大

家把稻秆一铺，红毯子一盖，一个简易舞

台就搭成了。”剧团节目编导、副团长邢

丽萍说，由于这种简易舞台不够平坦，一

些技巧难度较高的动作就更难发挥，但

演员们都克服困难，在演出中全力以赴。

据 张 锦 芳 介 绍 ，每 次 下 乡 演 出 结

束，当地村民都会热情地拉着满头大汗

的演员们去家里吃饭。“花灯戏剧团每

个季度都会到我们村搭台唱戏，周边几

个村的人都会赶几里路来看。”麻阳县

仓屋村村主任郑高远说，每次剧团的演

出车刚刚进村，来自四面八方的乡亲们

就把舞台车围得水泄不通，期待精彩好

戏上演。

“脚尖勾起，与脚踝成直角，正踢要

勾 到 额 前 ，侧 踢 勾 到 耳 廓 。”在 排 练 现

场，剧团中的“武花灯”向江鲲演示着花

灯戏中扮丑角要趟的“矮子步”。“不管

是用矮子步、鸭子步、骑马步，丑角必须

半屈双膝，腾挪跳跃，身体始终不能超

过与之搭档的旦角。”向江鲲说，一场花

灯演下来，丑角要满台五方游走，最是

辛苦，这就要求演员的下盘要稳，基本

功得扎实。

“我演了十几年的花灯戏，有些动作

在经年累月的练习中已经形成肢体记忆，

但为了给观众奉上最精彩的演出，还是不

敢松懈对表演技艺的磨练。”向江鲲说。

为 了 有 针 对 性 地 开 展 送 戏 下 乡 演

出，剧团还通过建立联系网点，把周边十

里八村的婚嫁、寿宴等喜庆活动的时间、

地点进行详细登记。所以，时常在村里

办喜事的时候，看到麻阳花灯戏剧团下

乡演出。

在服务基层的同时，麻阳花灯戏剧

团始终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

我精、以质取胜”的宗旨，不断组织创作

新的作品。剧团先后编排了诙谐幽默的

传统剧目《憨宝娶亲》、表现邻里和谐共

处的《乡邻乡亲》、反映建党 80 周年辉煌

成就的《红旗飘飘》、展示苗族独特风情

的《摇嘎摆》等贴近现实、寓教于乐的剧

目，受到基层群众和业界的好评。

据统计，该剧团已累计创作新节目

60 多个，除了花灯戏，还有歌舞、快板、乐

器合奏等形式，内容涉及破除迷信等，其

中许多节目成为剧团的保留节目，在麻

阳的大山深处传递着党的关怀和满满的

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乌兰牧骑队员

们的回信中说‘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

要人民’。我们将继续发挥基层院团的

优势，深入田间地头采风，真正了解群众

的需要，从社会生活和民间故事中汲取

素材创作，使我们的演出更加贴近老百

姓。”张锦芳说。

本报讯 元旦期间，湖湘大地

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息，惠民

演出不打烊，专场音乐会天天有，新

春演出季粉墨登场，湖南文化工作

者精心烹饪文化大餐满足群众节日

期间的精神文化需求，用多彩活动

庆祝 2018年的到来。

青 春 靓 丽 的 戏 曲 舞 蹈《俏 花

旦》、经典诙谐的花鼓戏《媒婆调》

《刘海砍樵》……2017 年 12 月 28 日，

由湖南省文化厅主办的“送戏曲进

万村，送书法进万家”下基层文化惠

民活动，走进娄底市第一中学，湖南

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艺术家们

轮番登场，10 余位来自湖南各地的

优秀书法家泼墨挥毫、笔走龙蛇，在

辞旧迎新之际为广大师生奉献了一

场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

12 月 30 日，长沙湘江剧场华灯

溢彩，座无虚席。一首欢乐祥和的

《庆典序曲》拉开了湖南省湘剧院民

族乐团《2018 迎新春大型民族音乐

会》的序幕，随后曲调悠扬的竹笛协

奏曲《兰花花》、通过板式和曲调变

化表现梅花高尚品格的京胡演奏

《梅花三弄》、以评弹和潮州音乐为

素材创作改编而成的打击乐协奏曲

《太阳》等近 10 个节目依次登台，古

音古韵萦绕，令观众大饱耳福。

1 月 1 日，由桂东县文体广新局

主办、县文化志愿者服务队承办的

2018 年庆元旦暨“党的十九大精神·
精准扶贫政策宣讲”主题文艺演出

在该县 寨 前 镇 流 源 村 举 行 。 大 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快

板《撸起袖子加油干》、花鼓戏《扶

贫干部下乡来》、三句半《十九大精

神放光芒》、舞蹈《大家一起庆祝十

九大》等精彩节目让现场观众目不

暇接。生动活泼的歌舞在宣讲十九

大精神的同时，也让群众享受了“文

化大餐”。

元旦前夕，湖南攸县花鼓戏保

护传承中心将好戏送进攸县宁家

坪 镇 双 松 村 、鸾 山 镇 龙 会 村 等 20

余 个 村 镇 。 除 花 鼓 现 代 小 戏《回

家》《今日有客来》、大型花鼓戏《状

元与乞丐》等戏曲外，歌、舞、小品、

双簧、器乐独奏轮番上场将欢乐送

给老百姓。

湖南省演艺集团启动了“2018

新春演出季”，元旦、春节前后，将有

百余场精彩演出奉献给观众。演出

季的剧（节）目主要由湖南省演艺集

团旗下院团经典剧（节）目、最新创

排剧（节）目以及引进的国内外精品

剧（节）目组成，涵盖交响乐、民乐、

杂技、舞剧等各种形式和风格的舞

台精品。 （贾 艳）

在位于株洲市炎陵县城东部 4 公

里处的霞阳镇石子坝村，每天傍晚，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广场上便响起

欢快的锣鼓与动感的歌曲。石子坝

村是贫困村，2015 年占地 1500 平方米

的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落成，文体活

动室、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广播室

等一应俱全。村里随即组建锣鼓队、

广场舞队、民乐队等文艺队伍。

“文化生活丰富了，我们的精神

就有了寄托，大家也更团结了，日子

越来越有味道。”在 120 平方米的文

体活动室里，石子坝村秧歌队队长潘

满花颇有感触地说。

石子坝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

建成与作用的发挥是株洲推进文化

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株洲

市积极将文化扶贫与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结合，激发互促

与互补效能，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

根据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与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要求，株洲加大了贫困地区公

共文化建设投入，重点加强文化广场

和文化活动室建设，升级了县级公共

文化场馆。目前，株洲各区县共建成

图书馆 5 个、文化馆 8 个，另有 4 个城

区图书馆、1 个文化馆在建设中；基层

综 合 文 化 服 务 中 心 建 成 率 已 达 到

76%，2018年将实现全覆盖。

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文艺

人才需求日益增加的问题显现。为

此，株洲组织市、县各级文化馆、图书

馆等专业技术人员，深入贫困村加强

业务指导，开展结对帮扶，以提高贫

困地区文化人才自身“造血”功能。

场 地 建 好 后 ，如 何 让 其“ 活 ”起

来？针对这一问题，株洲进行了积极

探索与实践。在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的同时，株洲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贫

困村进行采风创作，推出戏剧、曲艺、

音乐、舞蹈等各门类优秀作品，打造

了多部大型舞台艺术精品，并创建了

扶贫题材作品展示平台。

2017 年 10 月 25 日，在炎陵县举

办的第四届“罗霄放歌”——集中连

片贫困地区文化巡演暨株洲市文化

扶贫主题月专场演出上，《精准扶贫

在我家》《为了总书记的嘱托》等 10 余

个以扶贫为主题的歌舞、小品、花鼓

戏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此外，株洲市还将文化扶贫工作

与戏曲进乡村相结合，开展“文化精

准扶贫，戏剧进乡村”活动，全市 5 个

剧团每年送戏下乡 800 余场。与此同

时，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农家书屋书

籍及时补充和更新、各类读书活动开

展、“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村村通”“广

播村村响”等文化惠民工程如火如荼

铺陈开来，让老百姓尽情享受公共文

化大餐。

株洲县文化馆在进行非遗摸底

调查过程中，经过深度挖掘走访，找

到了株洲贺家传统酒药制作技艺传

承人贺进。此后，株洲县文化馆多次

推荐贺进到醴陵等县市参加非遗培

训 交 流 与 展 示 展 销 活 动 ，又 结 合 乡

村 旅 游 ，在 株 洲 县 松 西 子 社 区 田 园

山庄成立了株洲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 承 示 范 基 地 ，将 贺 家 百 年 传 统 酒

坊 产 品 作 为 重 点 产 品 推 介 ，带 动 了

周 边 农 村 劳 动 力 就 业 ，呈 现 出 良 好

的发展势头。

通过充分挖掘和合理开发利用

贫困地区的文化资源，株洲市有效推

动了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通过发展具

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企业、征集推介农

村文化产业项目、搭建对接交流合作

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免费推介农村

文化创意产品，助力脱贫致富。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25 日至

27 日，澧县文化馆召开澧水船工号

子保护传承研讨会，30 多名来自常

德市、张家界市等市县的非遗工作

者、音乐爱好者及湖南文理学院音

乐学院的专家教授等参加研讨。

澧水船工号子是一种由地方小

调转化而成的劳动号子，是澧水流

域船工们在长期的船运劳作中共

同创造出来的一种表达内心情感

和思想观念的传统民间音乐，2006

年 被 列 入 第 一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文

化遗产名录。

研讨会上，专家建议要通过进

一步收集、整理、编辑，做好抢救记

录，确保澧水船工号子的完整性；要

通过“进校园”等工作的开展，做好

传承普及；要在保证原真性的同时

做好创新性发展，提升澧水船工号

子的艺术性，创作一批优秀的音乐、

舞台作品。 （任叙百 王骁金龙）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28 日，由

湖南省文化厅指导，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联合长沙县委、县政府共同主

办的“新时代，新征程”校地共建迎

新年高雅艺术惠民演出在湖南艺术

职业学院松雅校区举行。

演 出 现 场 ，唢 呐 独 奏《百 鸟 朝

凤》、双 人 舞《月 下 柔 情》，女 声 小

组 唱《辣 妹 子》、男 声 独 唱《故 土

情》、独 舞《空 谷 幽 兰》、花 鼓 戏 表

演 唱《游 春 比 古》等 12 个 节 目 精

彩 上 演 。 柔 美 的 舞 蹈 ，美 妙 的 歌

声 ，令 现 场 观 众 沉 浸 于 艺 术 的 海

洋 ，台 下 掌 声 、欢 呼 声 、喝 彩 声 此

起彼伏。

此次校地共建高雅艺术惠民演

出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群众提供优质丰盛的精

神 文 化 大 餐 ，推 动 艺 术 为 人 民 服

务，推进湖南文化强省建设。

（刘坚平 罗志辉）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26 日 ，

由 沅 江 市 文 化 馆 主 办 的“ 我 们 的

中国梦 湖湘文化进万家”文化志

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沅江市新和

社区举行。沅江市文化馆的志愿

者和阳光艺术团文艺志愿者带来

了歌曲《东方红》、旗袍秀《梦里水

乡》、戏 曲 小 品《新 铡 美 案》、舞 蹈

《九儿》等精彩节目。

此次活动是沅江市文化馆推动

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广泛传播文化

志愿者服务理念的一次具体实践。

自 2017年以来，沅江市文化馆、图书

馆、博物馆等文化场馆已多次开展

文化志愿服务进社区、进学校、进企

业等活动，推动文化志愿服务成为

常态，充分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

求。 （肖琴 王骁金龙）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1

月 2日，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和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传

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研讨会在长沙岳麓

书院明伦堂举行。来自复旦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

学、台湾大学及湖南大学等高校的 2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经典教育、专业教

育与通识教育的关联，中国传统文化

与大学通识教育结合的意义和途径

等课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分享了各自

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的

实践经验，探讨了如何将中国传统

文化与大学通识教育紧密结合，实

现良性互动。

当天，岳麓书院通识教育中心

揭牌成立。中心将致力于通识教育

的研究、发展和实践，并与复旦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心

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

多彩活动辞旧岁 文化大餐贺新年

2017 年 12月 28日，由湖南琴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艺术创作团队耗时半年打造的音乐舞剧《我的长沙》进行首演，该剧

由四个篇章组成，运用多种舞台表演形式，通过歌曲、舞蹈、旁白等表现手法，融入走街串巷的吆喝声和传统戏曲等素材，

为观众呈现了长沙独特的人文历史情怀与特色娱乐文化。 （贾艳/文 岳文超/图)

湖南省文化馆 2018年迎新春大型民族音乐会现场。 徐卓俊 摄

文化扶贫的株洲实践
贾 艳 龙 磊

麻阳花灯戏剧团下乡演出现场。

澧县举办船工号子保护传承研讨会

“新时代，新征程”高雅艺术惠民演出亮相

沅江市文化馆文化志愿服务进社区

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研讨会在岳麓书院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