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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里难得的晴好天气，湖南省涟源市湘

剧保护传承中心又一次送戏下乡。白色流动舞

台车徐徐拐上乡村小道，车辆停稳熄火，77 岁的

戏迷李希林迎了上去，帮着搭舞台、挂幕布、摆

道具。李希林是一名退休职员，住在城里，这些

年，但凡下乡“追”戏，他都会提前到场帮忙。

乡亲们不断涌入，李希林在前排最佳位置

入座。熟悉的板鼓声响起，戏台上正在演折子

戏《拦马》，出自湘剧传统剧目《杨家将》。宋将

焦光普和杨八姐在辽境偶遇，在打斗试探中，

两人确认了彼此的杨家将身份，共商对策，闯

关归家。

“弹腔唱词和打斗衔接流畅，一气呵成。”20
多分钟时间里，李希林连眼睛都舍不得眨，直呼

过瘾。

湘剧是湖南省代表剧种。涟源湘剧深受民

风民俗影响，融合了梅山武术、湘中曲艺等艺术

成分，形成独有的地域特点：动作以粗犷火爆为

美，兼具滑稽幽默；声腔高亢激越，白口多用方

言俚语。2009 年，涟源湘剧列入湖南省非遗名

录，2021 年成为国家级非遗。

涟源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的前身是涟源湘

剧团，成立于 1950 年。打那时起，一代代艺术家

走进群众当中，送上一出出直抵人心的精彩表

演。他们以执着与热爱传递戏曲之美，使涟源湘

剧成为如今当地居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功夫戏的精彩程度不
亚于大片”

无技不成戏。《拦马》需要两名演员相互配

合，完成数个翻扑、梭扑、轻跳、摸爬滚打跌等高

难度动作。全剧最危险的场景之一，是焦光普

跃上椅子、直躺在椅背上的“横梁探身”动作。

要想让扮演焦光普的同事稳稳地“定”在窄小的

椅背横梁，饰演杨八姐的彭攀文必须用力扶住

椅子，让它保持平衡。

一次排练时，她过于用力，“咔嚓”一声，手

腕处骨折，“演得太投入，当时不觉得疼。去医

院的路上才回过神，痛得哭出声来。”手伤刚好，

彭攀文就重回排练场，一天也不耽搁。耗时半

年打磨，他们终于成功拿下这出戏，演遍了涟源

市的每一个乡村。

这出戏在涟源湘剧团成立之初就登上舞

台，是李希林最钟情的一出“功夫戏”，几十年来

百看不厌，“精彩程度不亚于大片。”精湛的技

艺，赢得无数喝彩，这也成为该中心人气最旺的

一出折子戏。

“武戏，来不得半点虚的。”作为当家武旦，入

职已 20 余年的彭攀文，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练

功，唱念做打，一个不少，“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内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

“涟源湘剧的一大特点就是武戏比较多，表

演难度大。即便有童子功，也必须日复一日训

练，才能保证艺术水准。”涟源市湘剧保护传承

中心主任谭三章说。

多年来，演员们一直保持着苦练基本功的

好传统，克服伤病等困难，不断提升技艺水平。

流动舞台车开到哪里，精湛的表演就送到哪里，

该中心每年开展的送戏曲进万村、进景区等活

动达到 200 多场次。

“搬了四次家，唯一不变
的就是到‘周末剧场’来看戏”

从涟源火车站附近嘈杂拥挤的老街，转入

狭窄陡峭的文艺路，爬坡数十米，闹中取静处，

是一处小小四合院。院子一侧，便是能够容纳

800 名观众的大剧院。

一个基层文艺单位，拥有自己的剧场难能可

贵。以此为阵地，2018 年，涟源市湘剧保护传承

中心在全省率先推出“周末剧场”，定期开展免费

演出。该中心人数不多，只有演员 28 人、乐师

13 人，但考虑到观众要“换口味”，大家每年都会

复排一两部大型传统经典剧目、三四出精品折

子戏，轮番上演。

67 岁的市民申乐文，已数不清自己是多少

次从这些剧目中汲取力量，获得安慰。

2021 年，现代湘剧《千里寻党》在剧院上演。

队伍被数倍于己的敌军围困、遭受重创，红军将

领妥善安置受伤战士，历尽艰险突破围追堵截，

孤身一人，揣着一个干粮袋、握着一个指北针，踏

上了“千里寻党”的路途，最终回归革命队伍。

“革命先辈为了理想信念，连流血牺牲都不

怕，我们在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看

完《千里寻党》，申乐文深受触动。

“周末剧场”经常座无虚席，有时候过道里

都挤满了人。申乐文说，几十年来，她搬了四次

家，房子越住越大，生活越来越好，唯一不变的，

就是到“周末剧场”来看戏，“涟源湘剧，陪伴着

我从青年到老年，让我感到充实。”

“让湘剧呼应时代发
展，引发社会关注”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影视等文艺形式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眼看着影视界时不时“冒”出一

些优秀作品，引发热烈讨论，时任涟源市湘剧保

护传承中心主任的周钟鸣坐不住了。“我们也应

该创作大型精品剧目，让湘剧呼应时代发展，引

发社会关注。”

排大戏，以什么为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逐渐向纵深发展。虽在小县城工作，

周钟鸣对此也感受颇深，决定以此为创作主题。

用什么故事做载体？涟源流传着一个廉

吏故事：在清朝，任职京畿道监察御史的涟源

人谢振定不畏强权，怒烧“违制车”，被誉为“烧

车御史”。

人人都铆着一股“戏不成功誓不休”的劲

儿。没有启动资金，怎么办？全体员工发起“众

筹”，自筹 90 万元。这部戏需要演员近 70 人，人

从哪里来？周钟鸣把退休的老演员请回来帮

忙，还请来涟源艺校的师生支援，最后，连道具

师和一些戏迷都上台当了群众演员。

最终，《烧车御史》顺利上演，并入选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次年又参加全国基层院团戏

曲会演，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

“《烧车御史》让人拍手称快！”涟源戏迷单

丽军连连称赞。

送戏次数越多，涟源湘剧在乡亲们当中的

影响力就越大。家门口的演出，常常产生意想

不到的效果。

涟源市茅塘镇枫林村的肖老和周老，是 30
多年的老邻居。几年前，两人在地界划分上产

生矛盾，闹得沸沸扬扬。二老的孩子都在外地

务工，得知此事后十分着急，分头打电话劝慰父

母，又联系村干部调解多次，仍未能化解矛盾。

2019 年，涟源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送戏来

到枫林村时，听村干部说起这件事，又得知二老

都是戏迷，决定专门为他们俩排演一出《六尺

巷》。两天后，流动舞台车再次开到枫林村。

《六尺巷》讲的是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

张英的故事。有一年，张家人与吴姓邻居发生

占地纠纷，就写信给张英，让他找关系“摆平”吴

家，张英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

三尺又何妨……”张家人收到后，立即让地三

尺，吴家人被感动，也退让三尺，“六尺巷”由此

而来。

这出戏，让二老很受触动。演出完毕，时任

涟源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党支部书记罗义申把

他俩喊在一起，讨论《六尺巷》的故事情节。二

老红了脸，当即握手言和，结成“好兄弟”。

“因为热爱艺术，他的责
任心增强了，文化课成绩有
所提升，在家也变懂事了”

年过半百的罗立新，10 多岁起就在涟源市

湘剧保护传承中心担当司鼓，掌握了大量锣鼓

经、唱腔和曲牌等涟源湘剧板式，是湘中地区的

打击乐高手、非遗传承人。

2016 年，罗立新带着打击乐走进校园。地

处偏远山区的涟源市湄江镇长春联校，是罗立新

去得最多的学校之一。这里的学生酷爱湘剧乐

器打击艺术，但苦于没有经费，请不起老师。罗

立新得知后，主动前去免费授课。

每周五坐近两个小时的班车，再在山路上步

行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校园。这些年来，寒来

暑往，罗立新从未间断。有一次，她的脚受伤，可

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她咬牙忍痛坚持去上课。

在她的带领下，孩子们的变化看得见。

七年级学生小杰是一名留守儿童，在学校

不爱学习、性格内向，回到家里就调皮捣蛋。学

习打击乐 3 年，他不仅掌握了乐器技艺，性格也

大变样。排演节目需要团队配合，小杰跟同学

之间的交流多了起来，性格逐渐开朗。能够走

出大山，走向市级甚至省级大舞台，对他而言是

极大的鼓舞。2020 年和 2021 年，长春联校打击

乐组参加娄底市非遗成果展，两次都获得一等

奖。孩子们还带着节目参加了长沙市举办的元

宵晚会。

“因为热爱艺术，他的责任心增强了，文化

课成绩有所提升，在家也变懂事了。”罗立新了

解到小杰的进步，很是欣喜。

不仅是长春联校，近年来，罗立新先后到长

郡 蓝 田 中 学 等 40 多 家 学 校 和 单 位 ，免 费 授 课

1500 余节，参训学员达 3 万多人次，深受广大师

生欢迎。

除了舞台上的演出，这些年，涟源市湘剧保

护传承中心还整理、“抢救”了涟源湘剧有关资

料，将实物与文字、图片、蜡像、微缩场景及影像

等结合起来，打造了非遗展厅。在这里，市民可

以全面了解这个古老剧种的发展历程、文化价

值，更加热爱自己家乡的地域文化。

湘剧艺术之美，正以更多样的形式被更多人

“发现”。

湘湘剧之美剧之美，，被更多人被更多人““发现发现””
王云娜王云娜

涟源湘剧深受民风民俗影

响，融合了梅山武术、湘中曲艺

等艺术成分，形成独有的地域特

点：动作以粗犷火爆为美，兼具

滑稽幽默；声腔高亢激越，白口

多用方言俚语。 2021 年，涟源

湘剧成为国家级非遗。

多年来，演员们一直保持着

苦练基本功的好传统，克服伤病

等困难，不断提升技艺水平。流

动舞台车开到哪里，精湛的表演

就送到哪里，每年开展的送戏曲

进万村、进景区等活动达到 200
多场次。“周末剧场”经常座无虚

席，有时候过道里都挤满了人。

核心阅读

近 日 ，福 建 宁 德 市 畲 族 歌 舞 团 、福 建 省 歌

舞剧院等联袂创作的歌剧《鸾峰桥》，入选“新

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登上中央歌剧

院剧场的舞台。作品以上世纪 80 年代时任宁

德地委主要领导深入基层调研，指导群众埋头

苦干、摆脱贫困为背景，以歌剧艺术的独特形

式生动呈现了当地脱贫攻坚的做法及成效。

脱 贫 攻 坚 是 近 年 来 艺 术 创 作 的 重 要 主

题 。《鸾 峰 桥》聚 焦 扶 贫 思 想 的 强 大 力 量 ，“ 识

贫”“战贫”“脱贫”三个层次环环相扣。古往今

来，一切有力量的艺术作品总是着力于刻画个

体的悲欢命运，从而为宏大主题找到具体可感

的落点。在《鸾峰桥》中，从贵州嫁到下党乡的

女 子 翠 红 的 人 生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落 点 。 全 剧 开

场 ，翠 红 因 为 实 在 熬 不 下 苦 日 子 ，弃 家 出 逃 。

这一强烈的戏剧冲突，揭示出下党乡村民“穷

自得”的无奈。

在接下来的故事里，下党乡的脱贫之路和

翠红的回归之路，双线并进，交织进行。乡党委

书记大周牢记“精神脱贫、勤能补拙”的经验，带

领村民积极探索致富之道。我们看到，在舞台

上，一群鲜活的、接地气的人物形象逐渐丰满。

其中既有代表引领者和组织者的大周书记，也

有代表外部环境的吴厂长，更有作为脱贫主体

的村民。村民们精神面貌的转变过程，充分展

现出奋发向上的力量。

创作者充分发挥歌剧艺术之长，设计了《欲

说 还 休》《米 糕 的 味 道》《心 中 的 光》等 精 彩 唱

段，并注重作品的戏剧性和音乐性的融合把握，

在提升人物形象丰满度的同时，丰富和升华了

歌剧唱段的艺术表达。

《鸾峰桥》还深度开掘闽东地区特别是畲族

乡土美学密码，把当地特色风物和地域音乐元

素融入作品之中，有效增强了作品的亲和力和

感染力。比如，上层为“人字形”结构的鸾峰桥

高悬舞台，有着突出的视觉效果，同时直观地点

明了故事主题。这座桥是连接下党乡与外界的

通 道 ，也 是 为 人 们 遮 风 挡 雨 的“ 乡 村 议 事 空

间”。而桥的榫卯结构既彰显传统智慧，又与

“我们是木料，你也是木料，党组织是工匠帮我

们建桥”的点题之句形成呼应，使贯穿于全剧的

人民性理念更加鲜亮。

《鸾峰桥》叙事有层次，人物有成长，唱段有

特色，以本土化的审美表达，把生活之事、事中之

理、理中之情表现得既有厚度又有温度。

歌剧《鸾峰桥》——

艺术诠释脱贫实践
胡一峰

“ 一 代 人 有 一

代 人 的 使 命 ”，这

使 命 是 责 任 ，亦 是

荣 耀 。 中 国 核 工

业 人 拼 搏 的 故 事 ，

传 递 着 理 想 照 亮

现实的力量。

日 前 ，由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中

国 国 际 电 视 总 公

司 、中 国 核 工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等 联

合 出 品 的 电 视 剧

《许 你 万 家 灯 火》

在 央 视 和 海 内 外

各 新 媒 体 平 台 播

出 。 该 剧 以 中 国

自 主 研 发 、具 有 完

全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第 三 代 核 电 技

术“ 华 龙 一 号 ”诞

生 过 程 为 主 线 ，展

开 了 中 国 几 代 核

工 业 人 的 奋 斗 画

卷 。 剧 目 播 出 后

引起广泛关注，微

博等话题阅读量 2
亿以上，讨论量超

过 15 万。

《许 你 万 家 灯

火》首次在荧屏上

展 示 中 国 核 电 工

业的发展之路，揭

秘 核 电 站 内 部 的

运行场景，讲述核

电 工 业 建 设 者 的

人 生 故 事 。 几 代

核 电 人 对 事 业 的

热爱与奉献，在宏

大 的 历 史 叙 事 与

引 人 入 胜 的 情 节

中 徐 徐 展 开 ，“ 小

家”与“大国”的命

运紧密相连，以小

见 大 ，见 微 知 著 ，

让角色形象鲜活、丰满、接地气的同时，也让高

精尖的科学领域更贴近大众生活。剧中人物

设定的烟火气，还拉近了历史年代与当下年轻

人之间的距离，展现了中国青年非凡的志气、

骨气、底气，刻画了青年人在攻坚克难中始终

坚持创新发展的品质。

对于描摹时代轮廓的作品，还原度往往是

决定其年代质感的关键因素。《许你万家灯火》

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剧组在拍摄过程中

1∶1 复刻了 10 多个主要场景，包括第一座陆上

模式堆主控室、核电大院以及核电办公楼、医

院、图书馆等，对故事发生的环境进行真实还

原。值得一提的是，拍摄完成后，所有场景均

得到完整保留，后续将作为弘扬核工业精神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人们参观游览。

创 作 者 还 格 外 注 意 场 景 与 情 感 的 贴 合 。

该剧开篇，主角叶家明在媳妇生产前，还在与

专家商量核电厂建设方案。在那个缺电的年

代，医院也面临供电短缺。一边是新生儿即将

诞生的喜悦，一边是黑暗中的恐惧，随着婴儿

的啼哭声，光明和希望仿佛同时到来。这种具

有情感冲击力的画面，给观众带来震撼和沉浸

感。可以说，该剧在视听层面弥补了观众对于

核工业的抽象化想象，让更多人对核工业人有

了具象化感知。剧中光影布局和画面的转场

切割，营造出特殊的历史厚度与美感，配乐也

与剧情相辅相成，让该剧兼具科学的严谨之美

和人文主义的浪漫情怀。

许你万家灯火，许的是灯光常亮，亦是心

中有光。中国核电事业发展的背后，有人，有

家，更有国。几代核工业人的奋斗历程，展现

的是时代变迁，更是当代中国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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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市湘剧保护传涟源市湘剧保护传

承中心送戏下乡时承中心送戏下乡时，，来看演来看演

出的村民坐满了观众席出的村民坐满了观众席。。

▶▶涟源市湘剧保护传涟源市湘剧保护传

承中心在承中心在““周末剧场周末剧场””演出演出

传统戏传统戏《《打猎打猎》。》。

刘刘 原原摄摄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赵偲汝赵偲汝

歌剧《鸾峰桥》剧照。 张桂汉摄

电视剧《许你万家灯火》剧照。

蒋安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