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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方戏曲生存现状探析 

李跃忠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省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湖南戏曲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１９８０年代后期以来便每况愈下，其生存现状颇为困窘，不少剧种只有１－２个国营
或集体制剧团或民间业余剧团在支撑，大多数剧团名存实亡；演出市场不断萎缩；演员年龄老化，后继乏人；没有新的观众群

出现。产生、形成、发展于农耕文明的戏曲难以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湖南戏曲衰落的根本原因；此外，城镇化

运动的兴起，多元化娱乐方式的冲击也加剧了湖南戏曲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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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古属荆楚，其歌舞文化历史悠久，入明以
来，戏曲日渐繁盛，在清代“花部”兴起时，境内有近

２０种不同戏剧活跃于城乡。然而，１９８０年代以来，
湖南地方戏和国内其它省市一样，其生存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窘况。本文在广泛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对

湖南地方戏的生存现状作了分析，并对造成这一状

况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一

湖南境内戏剧的渊源可以远溯至先秦时期，如

屈原之《九歌》就被闻一多等视为歌舞剧的雏形，著

名的发生在楚国王宫的“优孟衣冠”故事（《史记·

滑稽列传》），亦被后人视为戏曲的滥觞。但在之后

一段时间里，关于湖南戏剧的演出记载并不多，直

至唐代才出现有关傀儡戏演出的记载：《旧唐书·

崔慎由传》载唐僖宗咸通七年（８７４），反抗的士兵
在桂林“突入监军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两县，

虐其丁壮。乃擅回戈，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浊

河达泗口。其众千余人，每将过郡县，先令倡卒弄

傀儡以观人情，虑其邀击。”

唐代以后，关于湖南戏剧活动的记载就比较多

了。如南宋咸淳十年（１２７４），文天祥在衡阳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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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一起欢度上元节，事后作《衡州上元记》文详细

记载了那天衡州“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斑斓

而前，或蒙絲焉，极其俚野，以为乐……”的盛况；又

元代夏庭芝《青楼集》也记载了多名驰誉湖湘的杂

剧演员，如张玉梅“七八岁，已得名湘湖间”、般般丑

“驰名江湘间”等，表明了那时湖南的戏曲活动是很

繁盛的。可惜，宋元时期还没有产生湖南籍作家，

相关记载也多语焉不详，因此难以清晰勾勒湖南戏

曲的发展情况。

入明以后，关于戏曲活动的记载又明显增多

了，且产生了黄周星、杨恩寿等一批知名的戏曲理

论家与作家，表明湖南戏曲进入了繁盛时期。这一

时期弋阳腔、昆腔相继传入并地方化，广为湖南民

众喜欢；和国内其它地区一样，花部兴起，产生了许

多戏曲剧种。

湖南省是戏曲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据 １９８０
年代统计，湖南境内历史上或当时还活跃的剧种除

国剧京剧以及民国时期由外省输入的越剧、侗戏

外，其它还有湘剧、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常德汉

剧、荆河戏、湘昆、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衡州花

鼓戏、常德花鼓戏、岳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阳戏、

湖南花灯戏、傩堂戏等１６种，加上少数民族戏剧苗
剧等，凡２０种〔１〕。此外，还有特殊剧种影戏、傀儡

戏等，其中傀儡戏又有邵阳的布袋戏，永兴、祁阳、

湘西等地的杖头木偶等不同类型。

湖南地方戏曲的发展就现有史料来看，清代中

后期到１９３０年代前期是它的一个繁荣时期，之后
在解放初期和１９８０年代都出现过短暂的繁盛。这
里不妨举两个关于湖南影戏的数据来看看１９４９年
以来湖南戏曲的繁盛情况：一个是官方的统计，孙

华在《１９８２年全国木偶皮影艺术工作概述》指出：
１９８０年代初期衡阳地区的 ６县市，有皮影队 ５５７
个，从艺人员１１５０人〔２〕。一个是我２００５年在永兴
县作田野调查时得到的，该县金龟镇牛头下村是一

个有４００多户约２０００人口的村子，然而在这个小小
的村子里竟有５个皮影戏班，其中４个是在 １９８０
年代初成立的。

和国内大部分地方的戏曲一样，进入１９９０年
代中期以来，戏剧的演出市场就急遽萎缩了。进入

新世纪以来，它们的生存受到了更多的挑战。

二

笔者曾就中国影戏的现状作过报告，指出中国

影戏目前“有的地区已经十几年没有了演出活动，

可以说是已经消亡了；多数地区还偶尔有演出，但

演出场次极少，艺人不能以之为生而改作他行，随

时有可能像第一种情况那样停止演出；极少数地区

演出仍较红火，但发展前景极不好”。〔３〕其实，这一

结论也大致可用来描述湖南戏曲的生存现状。湖

南戏曲的生存现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１．不少剧种只有１－２个国营或集体制剧团或
民间业余剧团在支撑。湘昆盛时，在郴州桂阳县一

县就有十几个戏班，而且远走广东演出，如今则只

剩下惟一一个靠国家保护的湘昆剧团。２０１０年１０
月下旬，我在湘昆剧团做了一次简单的考察。从了

解的情况来看，可以说，该团若是离开了政府拨款，

离开了２００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专项资金，它已没有了生存能力。这只

要摘抄该团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发展远景规划》来看
一看，便可知道了。在规划中，有这样一条：“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年每年演出５０场以上，创演出收入２０万
元以上。”也就是说，时下他们一年的演出场次每年

不足５０场，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政府的送戏下乡
或包场，真正靠自己拓展市场赢来的演出可谓少之

又少。

祁剧曾经非常红火，１９８０年湖南省文化厅在祁
阳县举办祁剧教学会时，当时能演出的国营或集体

制剧团有２３个［４］，但２０年后，境况可能就非常不
妙了。２００９年永州市政协委员唐湘旗、刘斌在《关
于抢救和保护祁剧的建议》的提案中，对“当前祁剧

发展现状”作了较详细的报告：

而时至今日，祁剧却日趋没落，生存情况堪忧。

原有的ｌ０多个市、县祁剧团，这些年来在市场经济
的大潮冲击下，大部分已无法生存，到现在只剩下

ｌ－２个能正常演出的祁剧团（祁阳县、冷水滩区）。
１．传统剧目丧失严重，现代剧目创作艰难……
２．精英人才淡出舞台，祁剧表演后继乏人。由于
剧团经费不足，艺人生活拮据，许多人只好弃艺从

他。祁阳县祁剧团现有在职人员４９人，３０岁以下
的年轻人中，只有１、２人能担任主要演出任务外，
演出担子主要落在５０岁以上人员的肩上。一些高
龄艺人陆续离世，拿手绝技几近失传。［５］

当然，这两个政协委员的眼光只关注城市里的

国营剧团，但事实上，还是有少量的民间剧团仍在

活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我在永州市文庙考察时，就恰好
遇到一个草台班在广场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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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湘剧，鼎盛时在湖南的衡阳、郴州等地都

有很多戏班，２０１０年８月我在衡阳湘剧团拜访了该
团老艺人何亚伟先生。据他介绍，衡阳湘剧可能已

经没有民间剧团，而国营的职业剧团也仅只剩衡阳

湘剧团和桂阳湘剧团两个了。

湖南木偶戏，分布湖南数十个县市，但１９８０年
代以来，不少地方的木偶戏已绝迹或濒临绝迹。前

者如笔者家乡永兴县，清代民国时期直至解放初期

都有木偶戏的活动，但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木偶戏已绝
迹了。后者如邵阳的独角戏———布袋木偶戏，２００５
年，邵阳县文化馆为将其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时，在县里摸底时了解到当时能演出的只有刘

永章一个人。

湖南影戏，历史上曾经非常活跃，而且极有特

色。湖南影戏就其雕制影人的材质而言，有皮影和

纸影两种。其中纸影颇具地方特色。据宋代史料

记载，纸影出现在皮影之前，后来大概由于纸影易

损坏便渐为皮影替代。但纸影一直存在，清代民国

时期，在山东、北京、四川、广东、湖南、安徽等地都

出现过纸影。据笔者２００５年参加的一个教育部重
大课题在国内上百个县市的调查来看，目前似乎只

有湖南的一些地区还在使用纸影。多年来，笔者先

后在湘潭、浏阳、望城、平江、衡东、益阳赫山区等十

来个县市考察了十几个纸影戏班，了解到除少数戏

班的演出还算活跃外，其他大部分影戏班都是处于

一种濒临解散或已名存实亡的境地。

２．大多数剧团名存实亡（国营、民间皆如此）。
湖南永兴县花鼓戏剧团，单位还在，但很多年没有

演出过了，演员现在多以从事歌舞演出为主。即使

有戏演出，也多是政府的业务，诸如送戏下乡。永

兴县的皮影戏，１９８０年代鼎盛时，在金龟、黄泥、复
合、悦来、洞口等乡镇起码有２０几个戏班，如牛头
下村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曾有５个影戏班。但２００５年笔
者去考察时，牛头下村虽影戏艺人都健在，部分戏

班器具也还全，但他们都有一二十年没有演出过

了。２０１１年，永兴仅有洞口乡青路村曹汉元师傅的
影戏班还偶有演出，笔者国庆节期间去拜访了曹师

傅，他告诉笔者，今年他只在邻县安仁县的一个庙

会上演出了两场。

３．演出市场萎缩。２００５年，我在湖南一些县
市调查皮影戏时，当时较为活跃的戏班一年演出的

场次一般是１５０－２００场，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春节
和中元节，尤其是中元节的祭祖演出。在民间，老

百姓请戏班演戏，主要是要借这一演出形式来酬神

或增添喜庆气氛，或招待宾客，或显示一下自己的

体面。近些年来，随着政府对民间文化的重视程度

不断增加，老百姓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也由于民

间信仰日趋活跃，从总体来说，民间艺术较前些年

要活跃些，但民间艺术形式也趋多元化，放电影、请

歌舞团表演大大占据了原本是戏剧显身手的市场。

４．演员年龄的老化，后继乏人。这是一个非
常严峻的但是又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从事戏曲演出

不能维持生计了，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原先

的演员也多改从事其它职业了，如上面提到的祁

剧。近年来，在笔者多次考察湖南的影戏所接触的

３０多个艺人，其中以出生于１９３０年代前后的老艺
人居多，其次是１９６０年代的人，几乎没有７０后和
８０后。而且许多中年演员多是有业务时大家凑在
一起搞一下，没有演出时就作鸟兽散，各忙各的，几

乎不就演出进行磋商。所以现在的整体演出水平

是大不如前，一些绝活失传。

５．没有新的观众群。观众是决定戏曲能否生
存下去的主要因素。近些年来，戏班在民间演出时

观众稀少，即使有也多是些老人和凑热闹的小孩。

２００５年８月，笔者带着一个考察组在平江县呆了几
天，看了３场酬神的皮影戏。第一天晚上是在农村
看的一家因生儿子而演出的酬神戏。开场时，除去

我们考察的５人外，只有十五六个观众，两个小时
后就只剩下五六个老年人坐在台下。后来两场是

在一个庙里看的，这个庙里天天演出酬神戏，或许

因为天天演，庙堂周围的人麻木了。两场演出时的

观众，除我们考察组的，就是请戏的本家、庙里的管

事和几个看我们稀奇的人。２０１１年８月，笔者在宁
乡市青华铺观看了一胡姓人家为亡父生辰而请演

的一场影戏，其境况和在平江见的一模一样。

从以上笔者这些不深入的调查来看，湖南戏曲

的生存现状总体来说是令人担忧的，但也要看到局

部地区仍还呈现出繁荣的状况。如２００５年暑假，
我在平江县考察了３个影戏团，其中李存义戏班每
年有近３００天在演戏，演出近５００本戏；长株潭一
带的影戏班在中元节前后半个月生意也很红火，有

时一天要唱三四场；浏阳市、望城县的皮影戏演出

也比较多。

三

对于戏曲的生存现状，一直有学者在思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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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但他们多从戏曲的艺术特征、观众的审美接

受等角度来分析。应当说，如是就城市戏剧来看，

这些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但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乡

民们演剧的目的与功能与城市演出是有很大差异

的。在城市剧场演出，观众是因娱乐与审美的需

要；而在农村尤其是在众多的神庙里演出时，其目

的与功能则是为信仰的需要。故导致二者衰微的

原因也应有差异，我们以为导致湖南民间戏曲式微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一些：

１．产生、形成、发展于农耕文明的戏曲不适应
商品经济社会，这是戏曲衰落的根本原因。戏曲是

中国数千年农耕文化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革，中

国原有的农业经济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渐为商

品经济模式取代。随之而来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

方式和生活模式都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些转变给

戏曲的生存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如古人围绕农

业生产形成了驱虫、求雨、祭祀龙王等丰产仪式，而

举行这些仪式时一般都少不了演戏，故这些习俗也

就成了戏曲的重要生存方式，如禳虫习俗就如

此［６］。但进入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农民以前靠天吃饭
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许多本是戏曲生

存方式的信仰活动发生了极大变化。如遇到虫灾，

可以喷洒农药，所以人们一般也不会再去搞禳虫演

戏了；又如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由于政府大兴水利，
所以一般的灾情能得到解决，不必因灾情而去请戏

班演戏求神。以上所举仅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

对戏曲生存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几类。这样戏曲的

许多“用武之地”没有了，产生、形成、发展于农耕文

明的戏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生存的空间。

２．城镇化运动的冲击。这个影响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看：一是大量年轻人涌入城镇后，农村留

守的多为妇女、老人、儿童，很显然这些人难以挑起

演出的重任，造成了民间剧团演员的断代；二是年

轻人进城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比如以前农村有不

少自乐班，演出几乎是没有报酬的，对方最多管三

餐饭，可现在这种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演出形式已

很难存在了；三是一些年轻人甚或小孩子离开家乡

后，对包括戏剧在内的家乡乡土艺术，根本没有一

辈子生活在农村的那些人那样的热爱、眷恋之情，

因此青年人中间很少有老年人那样的铁杆戏迷，这

就造成了观众群的断代。而我们知道许多古代民

间自乐班的演员开始都是从喜欢转为参与的，这也

造成了演员来源的枯竭。［７］

３．多元化娱乐方式的影响。多元化娱乐方式
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走了大批文化消

费者；二是挤占了原本是戏曲的市场。比如在湖南

永兴，原先丧仪、喜庆，人们喜欢邀请花鼓戏或皮影

戏演出，可自１９８０年代始，人们采取放电影的形式
了，因放电影易招待，有许多便利，近些年又兴起邀

请民间歌舞团在灵前献艺了。这样，戏曲的生存空

间便被挤压了。

戏曲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其重要

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

人认识，但我们也要看到它确实已经式微了，有的

已经消亡了或濒临消亡，因此我们当尽所能地对其

进行抢救和保护，将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流传给子

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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