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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区花鼓戏传承现状分析研究

◎曾晶
摘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 年）把保护

传承文化遗产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深刻阐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深刻阐

明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构成。《意见》的发布既彰显出党和国家对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

重视，也体现出我国作为文化大国的优秀、领先的文化治国方针。本文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式——湘西地区花鼓戏的资

源概况进行梳理，进一步就其现状进行分析并思考湘西地区花鼓戏在传承各层面的相关措施，为进一步延展、扩充对湘西

地区花鼓戏的研究积累储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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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西，亦称湘西地区、大湘西，

是对包括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怀化市

以及邵阳市西部诸县（绥宁等）在内的整

个湖南西部地区的统称 。湘西地区是湖

南省主要的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

生态脆弱地区，其中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的首倡地区。邵阳便与神秘而缭绕的湘西

地区同山脉、共水源，坐拥着与其他民俗

相近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并在这片土地上

尽情绽放着邵阳花鼓戏这朵绮丽的花朵。

一、湘西地区花鼓戏简述

湘西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汉族为

主的多民族杂居区。邵阳处于湘西南部，

繁衍聚集着包含土家族、苗族在内的 39

个少数民族，迄今已有 2500 多年悠久的

历史。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化以及政治经济

的发展，湘西地区花鼓戏不断吸取各个历

史时期革新向上的积极精神，释放着朴实

而真挚的自然情感，积淀了深厚而丰富的

湖湘文化精髓，形成了独具风格魅力的戏

曲艺术形式。按照戏曲的形成和发展基本

规律，湖南各地的花鼓戏可分为六个不同

特点的种类：长沙花鼓戏、岳阳花鼓戏、

衡州花鼓戏、邵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

根据地理所属，邵阳花鼓戏是湘西地区具

有代表性的花鼓戏类型。

二、湘西地区花鼓戏的生态衍生

清  道光《  宝庆府志》记载：“邵俗尚

淫祠，定方（人名）迎巫歌舞于其家，男

女聚观”。由此看出，湘西地区的花鼓戏

最早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涵盖了祭

祀在内的内容及形式。湘西地区代表性剧

种邵阳花鼓戏流行地域主要在邵东市、新

邵县东部及娄底、衡 阳等地部分县 市，与

衡州花鼓戏互相交织渗透。湘西地区花鼓

戏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日趋成熟后，在创

作形式和内容取材上都有丰富的表现，不

但有表现普通劳动民众的田间劳作、日常

生活、爱情小故事和家庭生活伦理剧，也

有逞强除恶、为民众谋取自由向上的清官

戏，同时还涵盖了民间传说和古典神话剧，

演出剧目题材种类繁多，极大地滋养着戏

曲沉淀的土壤，积累了这一地区山水之间

的灵动气息，是劳动人民艺术创作上的智

慧结晶，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形式

的高度体现。

三、湘西地区花鼓戏的传承现状及因素

分析

随着湘西地区的邵阳花鼓戏于 2008

年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可以看到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于优秀传

统文化扶植的决心和持续发展的战略思

想，但通过调查研究，湘西地区的花鼓戏

现状不论从传承方式、政府管理、培养单

位、技术指导、大众群体等各方面措施来

看，都还需大量投入延续性管理改善方案，

现主要从以下各方面进行分析：

（一）剧团演唱技术的传承与当代科

学演唱理念的衔接断层

随着新时代中国声乐演唱水准在国际

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新的演唱观念和不

断完善的科学演唱体系在专业演唱领域呈

现欣欣向上的趋势。花鼓戏作为把“唱”

放在重要技能之一的综合艺术形式，在剧

团整体演唱技术、方法的传承上显露出诸

多问题。首先，科学的演唱方法对戏曲演

员而言是如鱼得水的首要技术，湘西地区

的邵阳花鼓戏传承保护中心，多采用老艺

术家口传心授的剧团教学和职业艺术学校

联合办学的教学传承方式，由于花鼓剧团

的演员大多都不是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

没有经过长期且系统的发声训练和学习过

程，剧团里指导教学的老艺术家们，对花

鼓戏的历史衍变和唱腔特点有着深厚的知

识积累和丰富的表演经验，但对于声音技

术的实时更新，尤其是当代不断发展的科

学演唱理念的结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积

累和吸收过程。再则，职业艺术学校的学

习可以为剧团演员们打下前期良好的发声

基础和演唱技术能力，但由于花鼓戏演唱

专业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形式，教学内容涵

盖了“唱、念、做、打”等综合培养要求，

对于演唱技术的训练不具备单独的专项训

练时长和师资投入；而且，由于湘西地区

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对外交流的机会上和

即时进行学习的条件上都增加了一定的难

度系数，对于演员的唱功水平提升和科学

发声方法的融汇运用，成为剧团整体演唱

传承技术上的当务之急。

（二）人才培养的教育各层面均衡

不一

花鼓剧团作为花鼓戏人才培养的“主

力场”，肩负了多层面的培养任务，由于

剧团的部门设置并不具备像各个学校细分

的职责教学部门，因此在培养花鼓戏的编

剧、作曲、排演等各方面都不具备系统

的教学配置资源。虽然有一批优秀的作曲

家、表演艺术家扎根在剧团里并坚持不懈

地进行艺术研究，支撑完成了剧团大量的

理论研究和舞台实践任务，同时还肩负着

教授年轻演员的培养重任，更有些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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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身兼多职，如邵阳花鼓戏传承中心的

国家一级演员李赛俭老师誉评为“中华优

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传戏名家”，她

展开了“当代戏曲名家李赛俭收徒传艺工

程”。近年来在邵阳花鼓戏《儿大女大》、

《留守媳妇》中还担任艺术指导并导演了

一批优秀的花鼓戏剧目，为剧团建设做出

了各个层面的贡献。在感谢老艺术家的无

私奉献之余，也引发出对剧团人才培养模

式上的进一步思考。花鼓戏教学培养的“主

力场”工作任务过于繁重，难以形成有计

划的固态教学模式。与此同时，在湖南众

多艺术职业学校开设的花鼓戏专业里，从

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考核要求等系统地

进行理论联合实践的分步教学，为花鼓戏

演员提供了综合的戏曲表演能力的学术支

撑，也培养了戏曲创编、舞美导演等理论

学科专业人才，但由于戏曲学校针对的学

生年龄有限且毕业去向不稳定，导致培养

受众面也相对窄小，对花鼓戏的传承拓展

和真正走入大众艺术文化生活带来了一定

的局限。高校教学受众面广且形式多样，

但专业戏曲院校数量稀少，各大音乐院校

也极少开设戏曲表演和理论专业，综合类

高等院校有少数开设了戏曲类选修课程，

内容仅停留在赏析和知识扩充层面，对于

湘西花鼓戏课程的涉及更是寥若晨星。这

些客观教育情形的存在，使得高等教育并

未发挥其传播范围上的优势，花鼓戏课程

在高等教育界领域里需要大力开发和组建

团队。中小学开设的音乐课涵盖了各个层

面的音乐普及知识，在戏曲板块由于兼顾

各个剧种知识面，很少有对湘西地区花鼓

戏的专题解析和学习。

（三）政府管理制度的进程受限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等国家级

部门相继出台了相关传承优秀文化传统、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优秀传统文化

融合发展的政策文件，助力了湘西地区花

鼓戏的传承富有充沛的生命力和生长力，

也极力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创作和发展。主

要体现在：一是对湘西地区花鼓戏传承的

长期规划目标和各阶段具体实施计划的落

实，二是对湘西地区花鼓戏推动进程的时

效性研究，三是对于传承资料的分类收集

和及时补充，四是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特色

为建设亮点。但湘西处于湖南贫困地区，

交通基础条件与公共建设落后，正处于努

力改造、振兴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一方面

要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投入大量人力和资

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具体实

施，加快在地区建设和改善民生，同时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维护也需要大

力推进，二者的举力劈拓为政府带来了制

度建设实施的双重任务，各项工作指数难

度增大，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进程受到一

定的延缓。

（四）当地群众传承意识和发展技术

薄弱

地理位置的局限和经济整体落后的现

状，使得湘西当地群众对外交流方式和思

想意识受到影响，部分民族地区群众接受

外来新兴事物和政策响应主动性不强，对

于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文化产业的

发展缺乏前瞻性意识，在传承任务的协作

方面没有发挥出集体优势，使得传承研究

脱离群众基础和大众储蓄力量。这是由于

当地群众缺乏对传承积累的手段、方式、

方法和途径的了解和知识掌握，尤其在当

代数字化技术时代，更多作业于数字化的

新兴传承技术被运用于戏曲资源、珍贵资

料等储存上，这一技术极大地发挥了当代

先进科技的科学使用成效，提升了收集传

承优秀文化的效率，但对传承者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具备良好的先进数

字化技术水准，以及拥有配套的数字化设

施，这一客观现象也导致了当地大众对数

字化科技保护花鼓戏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

“望而却步”，参与积极性不高，未充分

发挥其主人翁意识。

四、结语

湘西地区花鼓戏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

中，绽放着被这方山水所渲染的独特艺术

魅力，它植根于原始的土壤，产生于劳动

田间，映衬着生活情景，凝聚着湘西文化

的古朴和深邃，释放着劳动大众的热情和

向往。在各方不懈的努力下，湘西地区的

花鼓戏传承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在新时

代的进程中，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与

时俱进，革新思想，不断朝着可持续性发

展的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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