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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文化荆河戏的保护与传承

◎严清元
摘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随着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因社会、人文和戏剧环境的特殊性，

戏曲和学术联系得并不那么紧密，地方戏剧正逐渐衰落，它们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当

宝贵的，对增强民族自信，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传承丰富的文化基因，不断完善中华文化基因库，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

和作用。本文以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荆河戏为例，试对这一论题作一点思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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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河戏因流传于长江荆河段而得名，

是湘鄂两省地方戏剧种，流行于澧县、津

市、临澧、石门、松滋、石首、公安等 30

多个县市地区。2006 年 5 月，荆河戏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确定了澧县荆河剧团即现在的澧县荆

河剧院为该项目的保护主体。因其所处地

域和民间风俗的特殊性，荆河戏具有一套

特有的“唱、做、念、打”，念白主要为“澧

州官话”。

一、荆河戏的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澧县荆河剧院“十二五”“十三五”

及“十四五”期间针对保护与传承采取多

项具体措施。例如，组织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张又君（已故）对荆河戏的“唱、

做、念、打”、王与佑对荆河戏独特的

“吹、拉、弹、唱”等表演程式做演集编

写；组织乐队演奏员演奏荆河戏“唢呐曲

牌”“锣鼓点子”录制保存；协助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肖耀庭等老艺人完成了

《荆河戏音乐研究》《荆河戏音乐集萃》

《荆河戏艺术探源》专著出版；组织三级

舞美设计师严森焱协助湖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中心（长江大学）和荆州市群众

艺术馆出版了《荆河戏研究论文集（198—

2019）》等等。为了传承不断档，2020 年

得到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湖南艺术

职业学院联合办班，招收 25 名小演员赴

长沙进行为期五年的委培学习，从而推进

荆河戏传承工作顺利进行。

作为项目的保护传承基地，澧县这些

年一直致力于将这些荆河戏的先辈们呕心

沥血、不计功名留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

进行收集整合，让这些资源跨越时空，相

互联结。

二、当前荆河戏保护与传承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许多传统内容值

得称道。但现在针对荆河戏相关专业领域

方面的研究著作少之又少。在日益强调文

化多样性的今天，可以说是极其有限。

（二）队伍老龄化，人才匮乏

表 1　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保护从业人员情况表

单位

基本情况

人数 年龄段 学历层次 专业职称

在职 离退休 ≦ 35 35-55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初级及以下 中级 高级

澧县荆河剧院 67 49 25 34 56 4 7 39 26 2

（来源：澧县荆河剧院）

骨感的现实使荆河戏的传承工作困难

重重。从表 1 可以看出，从事荆河戏传承

的专业队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青

黄不接的现象。这些拥有精湛技艺的传承

人技艺是真好，舞台上那么一扮，英姿飒

爽的精气神就让他们为其耗尽毕生心血，

但在其传承过程中多是口传心授，大部分

演员在演艺生涯中，虽然丰富经验，但极

度欠缺文化素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文

化程度普遍偏低，且大多是初、高中文化

水平，没有经过专业的理论学习，在整个

传承过程中，很容易造成误读和误解，在

专业提升上形成了很大阻碍，严重影响了

艺术传承质量和传承水平，传承最终只能

流于表面。

（三）传承断档，面临后继无人的

困境

文艺生命的延续注定是人才的延续。

对传承人的保护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关键，也是难点。荆河戏的两位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的萧耀庭老先生已

八十多岁，王与佑老先生也是人到七十古

来稀的时候了。老演员相继离退休、中青

年演员基本结婚生子，编剧、导演、作曲、

演员这些业务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

档，很多技艺已经失传或正面临失传。

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在发展中才能

获得无限生机，传承也是一种发展，而

且是更多元化的发展。正如美国文化学

家爱尔乌德在他所著的《文化进化论》

一书中提到的：“文化是由传递而普遍

遗留下去的，并且渐次连接于语言媒介

的团体传说中。”

三、对荆河戏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一）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措施

对传承人给予经济上必要的资助和扶

持，并且对资金流向务必要实施密切追踪，

要切实发放到传承人个人且仅用于传承活

动，建立健全完善的对传承人资助资金的

监管制度，建立公开化、网格化、系统化

的资金追踪系统，避免造成资金在下发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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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无故流失或未到个人等失误。同时还要

帮助传承人进行跟踪调查、记录、研究、

整合各项技艺和技能，从而使其更好地传

承和发展，还帮助他们举办讲习所、学校，

提供传承场所，让传承人向人民群众进行

技艺和技能的传承和传播，达到传承保护

的目的。

（二）加大投入，多元化传承

 1. 敢于“新”与“旧”结合，借鉴成

功案例

怎样把古老的经典艺术与当代审美进

行完美的拼接与融合，使老剧种在现代舞

台上展现光亮？著名小说家白先勇先生为

了能让经典艺术被继续传唱下去，将昆曲

中的传统剧目《牡丹亭》进行了精心改编

创作。该剧目严格遵守了昆曲传统的戏曲

表现手段，服装设计、舞美设计及舞蹈指

导均尽量做到保持昆曲的抽象写意且符合

现代审美，竭尽全力达到听觉与视觉上的

和谐统一，给这门古老的艺术再次赋予青

春的生命。敢于“新”与“旧”结合，荆

河戏是否也可以受其启发，借鉴青春版《牡

丹亭》的成功经验，将老戏新编，在不丢

传统基石的条件下，将传统的荆河戏剧目

再次赋予新生命。

2. 加强传播途径，达到传承目标

例如，常德五彩梦传媒有限公司在

2015 年期间，连续数月租下当地剧院演

出场地进行澧州大鼓传承活动，观众场场

爆满，并将演出视频上传至网络与网友共

享，观众直称“看得过瘾”。作为国家级

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单位，澧县荆河剧院

完全可以利用自有剧场优势，运用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扩大受众范围。地方政府和

相关部门可以选择性地在戏曲频道或地方

电视台等广泛宣传荆河戏，开设传统文化

专栏，将荆河戏的传统大戏、传统折子戏、

移植古装戏、自创现代戏等都放进去播放，

让广大电视观众能了解荆河戏，喜欢荆河

戏。还可以建立起荆河戏自己的网络平台，

创新制作形式，运用科技手段，增强艺术

表现力，紧跟时代潮流，在热门流量 APP

中开设专业的官方公众号，利用互联网的

流量优势，汇集全国各地的戏迷，建立起

富有民族民间特色的网络链接，吸引更多

的青少年参与进来，采取专家解读或点评

等方式，对演员的表演做深入浅出的介绍

和剖析，便于广大戏迷欣赏和学习。

（三）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

必须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地选拔专

业人才，建立健全绩效考核长效机制和奖

惩机制。《孙子兵法》中提道：“将者，智、

信、仁、勇、严也。”其中“信”讲的就

是赏罚分明。个个放心，人人奋勇，调动

专业人才对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提高竞争力，做到人才队伍建设的良

性循环发展。加大培养戏曲各类专业人才

的力度，稳定人才队伍，避免人才流失。

正是因为专业人才的严重不足，所以才导

致了现在的荆河戏在戏曲的传承和发展上

的艰难。

（四）建立培养体制，组织专业人员

加强研究

在院团因传承的必要性招收小演员

进行专业化选拔培养的同时，可以与教育

部门联合定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

班”，对在校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相关培

训，与中小学联合授课，学校聘请经过专

业考核的德艺双馨的荆河戏老师组成教师

团队，为学生进行讲授、指导、排练，有

专门的活动教室作为保障，开设特色课程，

一至四年级学生每周一节荆河戏戏曲课，

了解荆河戏知识，演唱荆河戏选段，感受

传统地方戏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还可

与高校联合开设荆河戏社团，采用师带徒、

徒帮徒的活动形式，学习生旦净丑四大行

当，体验剧中人物，练习荆河戏特有的唱、

做、念、打。定期举办中小学戏曲大赛，

成立以学校为单位的荆河戏校队，在每年

学校举办的学生艺术节时，组织一次荆河

戏的专场汇报，为家长和学生表演，做到

“润物无声、育人无形”，让他们成为传

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

四、结语

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所承载的是不

会因时间的流逝而退去的精神文化财富。

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伟大事业。这对于我们今天重新

审视自己的文化与历史，找回对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自信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关宏玉 .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探析 [J].

网络财富，2009（02）.

作者简介：严清元，男，汉，湖南常

德人，馆员。

作者单位：澧县文化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