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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心悦目　俗而近雅 

———品鉴湖南花鼓戏的乡土韵味

何宁波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湖南花鼓戏是极富湖南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的地方戏剧，其表现出的浓郁醇厚的乡土韵味，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群
众的喜爱。湖南花鼓戏独特的乡土味主要表现在“题材的乡土根”“语言的乡土韵”“装束的乡土色”和“音乐的乡土情”等四

个方面。特别是湖南花鼓戏的音乐语言，它最充分地表现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最直接地融入了农民喜、怒、哀、

乐的乡土情。

［关键词］湖南花鼓戏；音乐；乡土味；融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ｊ６１７．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１７－０５

ＰｌｅａｓｉｎｇｔｏＳｅｅ，ＶｕｌｇａｒｉｔｙｂｕｔＥｌｅｇ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ＦｌａｖｏｒｏｆＨｕｎａｎＦｌｏｗｅｒＤｒｕｍＯｐｅｒａ

ＨＥＮｉｎｇｂｏ

（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ｕｎａｎＦｌｏｗｅｒＤｒｕｍＯｐｅｒａ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ｌｏ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ｆｕｌ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ｌｋｃｕｓｔｏｍｓ，ｗｈｉｃｈｅｘ
ｈｉｂｉｔｓａｓｔｒｏｎｇｌｏｃａｌｆｌａｖｏｒｍｅｌｌｏｗａｎｄｉｓｄｅｅｐｌｙｌｏ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ａ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ｌｏｃａｌｆｌａｖｏｒ
ｏｆＨｕｎａｎＦｌｏｗｅｒＤｒｕｍＯｐｅｒａ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ｏｕｒ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ｒｏ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ｒｈｙｍｅ
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ｃｏｌｏｒｏｆｄｒ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ｓｉｃ，ｅｔｃ．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ｔｓｍｕｓｉｃ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ｅｖｅｒｙａｓｐｅｃｔ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ｌｉｆｅ，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ａｌ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ｆａｒｍ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ｕｎａｎＦｌｏｗｅｒＤｒｕｍＯｐｅｒａ；ｍｕｓｉｃ；ｌｏｃａｌｆｌａｖｏｒ；ｍｉｘ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湖南花鼓戏是一种极富湖南文化底蕴、民俗风
情和乡土气息的地方戏剧，是湖南各地方小戏花

鼓、灯戏等的总称。２００多年来，湖南花鼓戏一直
流行于三湘四水的广大区域，并且已经成为影响广

泛、发展成熟的地方戏种。曲牌的演奏和唱腔的伴

奏均采用极富地方特色的湖南花鼓大筒，以及大唢

呐、小唢呐、竹笛、扬琴、琵琶、锣鼓等民族乐器，音

乐唱腔和曲牌曲调节奏明快、旋律流畅，深受农民

老百姓们的喜爱。由于流行地区的不同，湖南花鼓

戏分为岳阳花鼓戏、常德花鼓戏、长沙花鼓戏、衡州

花鼓戏、邵阳花鼓戏、零陵花鼓戏等６个剧种，各具
不同的艺术风格。据不完全统计，各地花鼓戏的传

统剧目约有８００多个，音乐曲调千余支。湖南花鼓
戏根植于湖湘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脱胎于湖南丰

富的民间艺术形式，成长于南方优越的物质文化土

壤，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地方特色，在我国戏曲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１］特别是在题材、语言、装

束、音乐等方面表现出的浓郁醇厚的乡土韵味，深

７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０４
作者简介：何宁波（１９７６－），男，湖南省株洲市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合唱指挥。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总第１００期）

得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青睐。

　　一　湖南花鼓戏题材的乡土“根”

湖南花鼓戏初步成型于清代中后期，它所表现

的题材和内容十分广泛：有描述民间故事的，如长

沙花鼓戏《访友》，演绎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

片段；有表现神话传说的，如长沙花鼓戏《牡丹对

药》，状写的是八大神仙之一的吕洞宾以买药为名，

戏弄卖药女白牡丹自讨没趣的故事；但绝大部分均

来自农村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衣食住行的寻常

活动，如长沙花鼓戏《打铜锣》《补锅》，岳阳花鼓戏

《打懒》《卖胭脂》，常德花鼓戏《毛三骗诓》《清风

亭》，衡州花鼓戏《小姑贤》《郑知县爬墙》，邵阳花

鼓戏《打鸟》《磨豆腐》，零陵花鼓戏《讨学钱》《打

铁》等等。其中取自生产活动的大致有砍柴、砍牛、

养鸡、耕田、打铁、补缸、补锅、狩猎、捕鱼、做豆腐、

开店铺、种小菜、做长工、打短工等等；取自日常生

活的大致有煮饭、补衣、绣花、晒鞋、造屋、行乞、送

亲友、讨学钱、恋爱、坐月子、放风筝、赶庙会等等。

所有这些生产生活的丰富内容，几乎涵盖了１００多
年前农耕时代湖南农村底层百姓繁衍生息的方方

面面。这种极为广阔的底层农村生活题材所展现

的生动内容，其主角必然是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

生，品味一出出湖南花鼓戏剧目，映入眼帘的尽是

当时湖南农村的五行八作、各色人等：从农夫、樵

夫、渔夫、屠夫、铁匠、裁缝、牧童、书生、书僮、财主、

媒婆到小商人、穷秀才、种菜的、逃荒的、算命的、补

锅的、小媳妇、大姑娘以及做长工的、打短工的、磨

豆腐的、开药铺的、教书先生、当家主妇，还有生理

残疾的驼子、跛子、瞎子、聋子、结巴子等等形形色

色、无所不包。通过描写这些社会底层小人物，传

递出当时底层百姓对生活、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充

满正义感、不乏悲悯心、知恩图报、热情乐观。由此

可见，湖南花鼓戏的题材内容大多来自底层老百姓

的平常生活，它充分展现了草根生活，生动写照了

芸芸众生。

　　二　湖南花鼓戏语言的乡土“韵”

湖南花鼓戏的舞台语言个性鲜明、地方特色浓

郁，六个剧种分别采用长沙、岳阳、常德、衡阳、邵

阳、零陵的方言音韵。湖南是“十里不同音”的复杂

方言区，在语言的运用上，六个花鼓戏剧种均不约

而同地呈现出口语化的特征：首先是道白，这六个

花鼓戏的任何一个剧目，其道白都是当时当地老百

姓的日常口头语言，找不出文人腔和书面语；其次

是唱腔，各剧种剧目的唱词，真可谓是民间方言的

宝库。例如，在长沙花鼓戏中，常用“硬要”指称

“偏要”、用“有味”指称“有意思”、用“屋里”指称

“家里”、用“家娘”指称“婆婆”、用“咯样”指称“这

样”、用“灵范”指称“聪明”、用“晓得”指称“知

道”、用“伢子”指称“男孩子”、用“妹子”指称“女

孩子”、用“扯麻纱”指称“吵架”、用“堂客”指称

“妇道人家”、用“朽”指称“架子大、不理人”、用“何

解”指称“为什么”等等。这些方言运用于湖南花

鼓戏的表演中，极大地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

契合了以底层老百姓为主的观众的观赏心理。

无论是道白还是唱词，湖南花鼓戏的语言都十

分生动风趣，广泛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比喻、拟

人、白描、比兴、夸张等修辞手法比比皆是、俯拾即

来，且运用的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如《扯萝卜菜》

中茄八哥的唱词运用了比喻、拟人，将满园蔬菜活

灵活现地勾勒出来；《磨豆腐》中张古董和妻子孙彩

花的对唱运用了白描，直白叙事、生动形象；《打鸟》

中毛姑娘的唱词运用了比兴，一唱三叹，十分生动、

贴切、感人；［２］《蔡大回门》中张秀英的唱词运用了

夸张，将蔡家的穷困和蔡大的丑陋描绘得淋漓尽

致。湖南花鼓戏还经常运用谐音、谐意、近意、反

意、歇后语等多种技巧，以此来增强剧中人物的语

言效果，使剧目演绎得十分轻松逗乐、幽默风趣，凸

显其浓郁的乡土气息。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往往

成为人物个性的直接表现。湖南花鼓戏剧目中的

人物张口就是充满俚趣的寻常用语，动唱就是生动

风趣、诙谐戏虐的通俗唱词，且多数传统剧目都是

表现底层百姓男欢女爱的，这样就形成了湖南花鼓

戏鲜明独特的喜剧风格。如《装灶王》中张大昌与

兰香眉来眼去、互诉爱慕的情节，妙语连珠、趣味不

断，让人忍俊不禁。还有一类表现生活情趣的剧

目，也是满台欢乐、以喜见长，如《看牛对花》中姑嫂

二人与牧童盘花问路，三人边走边将沿途所见的几

十种各色花朵悉数盘问，语多俚趣、非常逗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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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看出，正是因为湖南花鼓戏语言的“乡土韵”，才

更加凸显其生动风趣的舞台效果，也进一步烘托了

它以喜见长的艺术风格。［３］

　　三　湖南花鼓戏装束的乡土“色”

湖南花鼓戏是我国戏曲大家庭中的一员，其装

束既具有中国戏曲绚丽多姿、富丽堂皇的基本特

点，更展现出田园牧歌式的乡土色彩。首先来看脸

谱，湖南花鼓戏的脸谱与剧种的风格和谐统一，讲

究生活化、形象化，笔法粗犷、色彩明快。特别是丑

行脸谱，造型生动、变化丰富、具有特色。如《劝夫》

中张三郎的脸谱：开豆干子脸，用水粉在眉下至鼻

尖勾一白色方块，鼻梁两侧画双凤，穿过内眼角，凤

嘴直指额头中央，以示“双凤朝阳”“荣华富贵”，充

分表现了公子、少爷一类角色风流、浪荡的个性；

《毛伢子闹学》中毛伢子的脸谱：开娃娃脸，在鼻梁

上画一个“洋咪咪”（即蜻蜓），鼻尖为蜻蜓头，鼻翼

为蜻蜓的眼，眉心为蜻蜓的尾巴，鼻梁为蜻蜓的身

体，两颊画双层翅膀，生动表现了农村孩童天真可

爱、活泼顽皮的性格；《访友》中事久的脸谱：开娃娃

脸，在鼻梁上画一个尖部朝上的红色桃子，再在嘴

唇与鼻尖处画两片叶子，以示人物的幼稚和好吃贪

玩的性格，等等。

再来看服饰、道具和装扮。湖南花鼓戏在未进

入城市以前，演两小戏、三小戏时，戏班没有服装道

具箱，演出以便服为主，绝大多数演员都是淡妆登

台、素服出场，如《磨豆腐》中的张古董：戴的是黑帽

子，穿的是浅蓝色裤子、白领衬衣、黑布鞋，系的是

灰白色的围裙，完全是一身农民打扮；其妻手拿蓝

色花手帕，穿的是淡红色的衣裤、白布鞋，系的是蓝

底花围裙，也完全是一个农村家庭妇女的模样；《王

婆骂鸡》中的张胡子：披的是黑色的外套，穿的是白

色裤子、浅蓝色的衣服，系的是蓝色头巾，等等。这

些装束都和旧时寻常农民百姓的生活穿戴无异，体

现出强烈的乡土气息、生活气息。道具也接近于生

活原型，草台班时还有临时向观众借用生活用具作

为戏中道具的习惯，如：筷、碟、碗、盅、烟袋、葵扇

等。解放后，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演员的装

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仍保留着亲切自然的乡土色

彩。如《讨学钱》中的张先生：头戴一顶红顶子黑六

页帽，架一副黑色眼镜，上身穿青色褶子、加大红或

咖啡色马衣或马甲，下身穿大红彩裤，脚踏黑圆口

布鞋，手拿长杆旱烟袋一根；《扯萝卜菜》中的湖北

大嫂：身穿粉绿绣花袄裤，前胸系粉红色长围兜，脚

穿大红彩鞋，手拿竹棍一根、竹篮一个，内装酒盅、

碟子、筷子；《打铜锣》中的蔡九：上身内穿对襟白褂

子，腰系咖啡色皮带，外套深紫色对襟男便服，下身

穿蓝布裤子，脚踏草鞋，木杈一根，一头为篾箩，另

一头挂一面大铜锣，手持锣槌一个，腰间插烟袋一

根和另一根锣槌，等等。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条

件的改善和艺术的进步，湖南花鼓戏演员的装束越

来越丰富、越来越贴切，使得角色的造型更加饱满、

更富有表现力，但与崇尚富丽为主的中国大部分戏

曲不同，湖南花鼓戏的装束始终保持着朴实、素净

的乡土色，正是因为这种显得有些“俗气”的乡土色

彩，才更加表现出湖南花鼓戏鲜明的地方特色、民

族特色。

　　四　湖南花鼓戏音乐的乡土“情”

湖南花鼓戏迄今已有２００多年的历史，在其形
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民间传统和地方特

色，在音乐上更是表现出浓浓的乡土情。湖南花鼓

戏采用各地最具代表性的、特点突出的民歌、山歌、

劳动号子、渔歌、哼歌子等为最原始的音乐素材，发

展成为若干基本的曲调，应用于简单的民间歌舞之

中。［４］后来，随着人物角色的增加，剧情变得越来越

复杂，为了情感表现的需要，在基本曲调的基础上

加入了唢呐、锣鼓，形成了“走场牌子”和“锣鼓牌

子”。到了清代中叶，受境内汉剧、祁剧、湘剧等其

它剧种及境外各剧种音乐的影响，又发展成了川调

和打锣腔，从而使湖南花鼓戏音乐的曲调更加丰

富、风格更加多样，但却始终着与地方民间音乐素

材的紧密联系，它们之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１．
湘中民歌、山歌与羽调式川调：湘中的邵阳、衡阳、

湘潭、长沙地区，民歌、山歌十分丰富，其中的羽调

式、角调式的曲调特点鲜明，调式和旋法均有自己

的特色，川调中的部分曲调就是取材于这类民歌、

山歌。如《刘海砍樵》中刘海唱的双川调（又名十

字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就是以《湘潭山歌》为直

接的基本音乐素材，两者除了节奏形式和曲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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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相同之外，无论是调式特征、旋法特点还是音

乐风格都是基本相同的，《双川调》是将《湘潭山

歌》重新编排整理后的戏剧化和规范化。２．湘东民
歌与宫调式川调：宫调式川调也是湖南花鼓戏音乐

中曲调较多、影响较大的一个曲调系统。它包括两

个类别，一类是２６定弦的宫调式川调，代表性曲调
如《西湖调》《梁山调》《花石调》《宁乡正调》等；另

一类是１５定弦的宫调式川调，代表性曲调如《神
调》《产子调》《学钱调》《嫂子调》等，这类曲调和湘

东民歌的关系紧密相连。《思情鬼歌》是湘东最具

特色、趣味性很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醴陵民歌，

《神调》则是直接取材于这首民歌，再按照川调的声

腔结构发展成为了戏剧化的花鼓戏唱腔曲调。［５］３．
劳动号子、哼歌子与打锣腔：打锣腔是湖南花鼓戏

唱腔的一个声腔类别，从音乐材料上可分为四六

调、木皮调与高八同牌子两个系统，四六调、木皮调

的音乐取材于哼歌子，高八同牌子的音乐素材则是

车水号子（洞庭湖区农民车水时唱的一种劳动号

子）。如，打锣腔中的“收腔”“数板”部分就是吸收

了车水号子的音乐材料，再按照表现的需要，来发

展形成自己的曲调；比较《芦林会》中庞氏唱的《八

同牌子》与《岳阳山歌》《排工号子》《打硪歌》《薅

草歌》，可以看出两者的调式特点、旋律结构、音乐

风格等都是相统一的。４．邵阳、祁阳的民歌与走场
牌子：走场牌子是零陵、邵阳花鼓戏的一种唱腔类

别，它不仅保留了当地有代表性民歌的结构特点，

而且还一直沿袭了这些地区民歌的独特艺术风格。

如，比较祁阳民歌《盘花》与走场牌子《盘花》：它们

的音乐主体结构几乎完全一样，感觉如出一辙。走

场牌子的结构特点是每支曲牌之前都有通用的大

过门，用锣鼓和小唢呐伴奏，每个唱腔句子断句处

都加入小过门，用小唢呐并“一槌”锣鼓伴奏。只需

将祁阳民歌《盘花》按照走场牌子的要求加入大过

门和小过门，就发展成了走场牌子《盘花》，可见走

场牌子与祁阳民歌的亲密关系。

正是因为湖南花鼓戏的音乐素材直接来源于

民间、来自于农村，建立在农民老百姓口耳相传的

民歌、山歌、劳动号子等土生土长的民间音乐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它是代表着人民性格和地方

特色的音乐语言，充分地表现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也直接地融入了农民喜怒哀乐的乡土

情。《刘海砍樵》是湖南人民最喜爱的、乃至全国人

民都熟悉的，也是湖南花鼓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剧

目之一，它描述了刘海与胡秀英动人的爱情故事，

颂扬了善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贪婪的思想主题，

该剧目囊括了非常丰富的、最具代表性的、最能体

现湖南花鼓戏音乐乡土特色的众多曲调。如《十字

调》《望郎调》《八板子》《西湖调》《采莲船调》《三

流》《凉伞调》《比古调》《贺喜调》《中秋调》《花石

调》《反十字调》《采茶调》《快一字调》《辞店调》等

等，这些曲调风格各异、优美动听、通俗易懂、朗朗

上口、表现力丰富，包涵了浓郁的湖南乡土风情：前

奏曲是由唢呐、大筒、锣鼓等器乐演奏的《望朗调》，

该曲调节奏明快、旋律流畅、热闹欢快，表现了湖南

人民热情、开朗的性格，也铺垫了《刘海砍樵》偏喜

剧性的整体艺术风格，预示了该剧圆满乐观的故事

结局。《八板子》是第二场第一曲众姐妹上场时器

乐演奏的背景音乐，该曲调采用四一拍子，节奏非

常紧凑，整段音乐毫无拖沓、一气呵成，对表现和衬

托众姐妹上场行走的步伐非常贴切、十分形象，体

现了湖南人民做事干净、利索的个性。第二场第三

曲是众姐妹与胡秀英唱和的《采莲船调》，该曲调的

旋律婉转，十分优美动人，采用明亮柔美的五声
#

调式，既描绘了湖南“风和日暖好春光、桃红柳绿百

草香”的迷人春色，又表现了众姐妹和胡秀英美丽

的容貌和善良的品格，更映衬了湖南湘妹子的多

情、美丽、善良、惹人爱！第三场第一曲是刘海唱的

《十字调》，这段唱腔的音乐素材直接取自山歌，是

山歌的戏剧化。该曲调节奏从容，但旋律的起伏较

大、上下跳进较多，形象地表现了刘海走的山路崎

岖不平；虽采用羽调式，但色彩十分明亮，表现了刘

海虽然贫穷，但仍然自信、乐观的生活态度；旋律的

动感很强，富有朝气和活力，表现了刘海不怕苦、不

怕累、勤劳坚强的个性品格。我们从这首曲调中感

受到的刘海的个性品格，正是湖南人民共同的优秀

品格：勤劳、质朴、乐观、自信……第五场第五曲是

刘海、胡秀英对唱的《比古调》，这首曲调可以说是

湖南花鼓戏音乐精髓的代表作，几乎全国人民都家

喻户晓、随口唱来。在１９８４年央视第二届春晚上，
李谷一和姜昆演唱了《刘海砍樵》比古调，更是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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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播天下、名扬四海。该曲采用明亮、开朗的六声

宫调式，加入偏音“变宫”，使旋律更加流畅。整首

曲调节奏简单明快、旋律朗朗上口、音乐亲切甜美、

风格平易近人，让人一听就马上沉浸在喜悦、美好、

温馨、浪漫的音乐意境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刘海

和胡秀英之间真挚动人、相敬如宾、如胶似漆的美

好恋情，寄托了劳动人民对自由恋爱、美满婚姻的

良好愿望，更表现了湖南人民敢于冲破封建婚姻思

想、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可贵品格。第六场第

一曲是刘海母亲唱的《西湖调》，该曲调速度为行

板，节奏舒缓、旋律平稳，整体音乐风格十分从容、

淡定。看旋律的表面感觉没有多大起伏、较为平

淡，但仔细品味，发现其中的情感十分内在而深沉，

充分表现了刘母的慈爱和善良，生动描述了刘母对

儿子刘海的担心、挂念和深深的疼爱，也流露出刘

母的伤感、无赖和烦闷。从这首曲调的音乐和唱词

中我们可以从内心感觉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无

私和伟大，也更加体会到湖南人民疼儿女、尊孝道、

重感情、讲情义的淳朴秉性。由此可见，湖南花鼓

戏中的种种音乐曲调都是湖南人民情感的直接流

露，都是湖南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都是湖湘大地

乡土风情的生动缩影。

湖南花鼓戏浓郁的乡土韵味，让喜爱它的广大

观众赏心悦目、如痴如醉，仔细品鉴它的乡土味，犹

如慢饮一杯陈年佳酿，让人浸润心田、回味无穷。

通过对湖南花鼓戏源流沿革的探究，我们可以发

现，早在其初期形式———地花鼓时期，它就带有几

分情趣、几分欢乐、几分野气、几分乡下人的俗气和

幽默，风靡三湘，惹得农夫村妇趋之若鹜，笑得老百

姓前仰后合。湖南花鼓戏源于乡下、根在农村，虽

然它在城市也有一批爱好者，但只有在农村才有最

广泛、最忠实的观众，根植于农民、农村、农业的湖

南花鼓戏，满身流露出浓郁的乡土韵味。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湖南花鼓戏以其赏心悦目、俗而

近雅的独特风格一以贯之，并不断走向成熟。特别

是那鲜明而浓郁的乡土韵味，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

力和穿透力，将我国民族民间戏曲的艺术功能发挥

到了极致。

另一方面，有资料显示，近几年中国的戏曲剧

种正在以加速度消亡。目前湖南的六个花鼓戏剧

种，除了蔚为大观、异军突起的长沙花鼓戏尚存保

护实体，可望传承赓续之外，其它五个均可说是深

陷困境———没有一个剧种有国家保护的传承实

体！［６］过去，湖南省内山川阻隔、交通不便，文化地

理环境相对封闭；现在，我省国道、省道、县道、乡镇

公路四通八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穿境而过，艺术

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提升，这为湖南六个花鼓戏剧种

进行艺术上的加速整合提供了极大便利。以有国

家保护实体的长沙花鼓戏为中心，将其它五个花鼓

戏剧种音乐上的特点逐步进行融会整合，以长沙官

话为舞台语言，打造统一的湖南花鼓戏品牌，让其

它五个花鼓戏剧种中的艺术精髓，在融合后的湖南

花鼓戏中延续。这也是做强、做大湖南花鼓戏，促

进湖南花鼓戏有效传承与创新的良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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