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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中的湘西南路阳戏的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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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型城镇化进程这一社会变迁中，湘西南路阳戏出现了观众群减少，传承人断层的局面，针对这些情况因地制宜
地对湘西南路阳戏的传承与发展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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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南路阳戏是湘西地区影响力最大也最受
欢迎的一种地方小戏。因多演种阳春人的故事，从

而被命名为“阳戏”。种阳春即指种水稻、小麦等农

作物，种阳春人也是农村人的代名词。阳戏的代表

作品如《谢文清耕田》《尉迟恭学耕》《捡田螺》和

《雷交锤》等等都是以种阳春人为主角的剧目。因

此，种阳春的人，编种阳春人的戏，演给种阳春的人

看。传统的农耕社会为湘西南路阳戏的产生和发

展提供了温床。湘西南路阳戏源远流长、贴近生

活、极受人们的欢迎。通过采访凤凰县阳戏剧团的

当家花旦廖观珍老师我们得知在解放初期，特别是

在五、六十年代湘西南路阳戏的传播十分火热，几

乎每晚都有演出，并且场场爆满。老一辈的湘西人

无论是谁都能哼上几句阳戏或者是唱上几段。“宁

舍饭和酒，不舍杨花柳”（杨花柳即阳戏）更是对当

时阳戏发展盛况的一种最贴切的诠释。湘西南路

阳戏不仅在当地特别受欢迎，就是在临近的其他县

市、乡村表演时场面也十分热烈，受欢迎程度不亚

于当地本土剧团的演出。据廖观珍老师回忆，当时

在湖北来凤演出时不仅一天演八小时以上而且连

续演出了半个月。著名戏曲专家、中国戏曲研究院

副院长张庚也曾这样评价过湘西南路阳戏：“此剧

种很有特色，稍加整理即可与黄梅戏相媲美”。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的

推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走进城市，在农村出现

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留守村”。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２０１２年２０日在
天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援引官方公布的数字，

在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９０万个自然村，“比较
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８０至１００个村落”。［１］传
统耕作方式中的“田间”消失了，“村口”消失了，这样

的社会变迁给阳戏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

击。乡村社会的“空心化”，使阳戏的演艺活动难以

开展，阳戏的演出人员难以为继，曾经民间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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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舍饭和酒，不舍杨花柳”的璀璨盛况很难再涌现。

如此境况，这一优秀剧种萎缩乃至失传。因此，如何

传承和保护阳戏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一　湘西南路阳戏发展现状令人堪忧

湘西南路阳戏固定的表现形式、特定的接受群

体以及鲜明的地方性特征等方面在新型城镇化进

程这一社会变迁的状态下使其发展举步维艰。湘

西南路阳戏的发展困境首先体现在演出市场的极

度萎缩。这主要由外因和内因两方面造成的。外

因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外出务工经商的人

群越来越多，造成青壮年群体大规模的非农化、城

市化发展，而湘西南路阳戏的演出市场主要在农村

和小城镇，农村成人人群的减少，使湘西南路阳戏

失去了最大的观众群，同时也失去了大量的演出参

与者。这不仅缩小了湘西南路阳戏的演出市场，也

使阳戏的传承发展受到了制约。内因方面主要体

现在湘西南路阳戏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传统剧目

失去活力，无法吸引更多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中

国的传统文化主要为农耕文化，传统阳戏的表演和

创作也都是围绕着种阳春人的日常生活和劳作来

进行展开的，其内容和形式都与农耕生活紧密相

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变

化，人们生活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以农耕文

化为主，人们更关注经济的发展，可传统阳戏仍停

留在过去的老剧目、老版本和老唱腔上，其创作题

材仍然以种阳春人为主，曲牌以及唱腔等方面也都

缺乏创新与变革，因此，其固有的表现内容与表现

模式使得阳戏的演出在新型社会中的话语权被削

弱，它的表演已经被当代一些歌舞、相声小品类的

更具有时代性的一些表演形式所替代。这不仅仅

是传统剧目本身的表现内容单一，表现空间狭小所

导致的，更重要的是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中，在

多元文化的冲击下的今天，这些传统剧目已经不能

表达人们的思想，满足不了当前市场和观众的需

求，与人们的生活脱轨，从而失去了发展空间，使其

演出市场进一步萎缩。

演出市场的萎缩是湘西南路阳戏面临的困境，

其硬件设施不足和软件人才的缺乏也困扰着湘西

南路阳戏的发展。硬件设施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很

多剧团都没有排练室，并且演出的设备、服装道具

等都十分陈旧。由于目前财政对地方戏曲的扶持

力度不够，剧团通常以戏养团，民间剧团是靠演出

来维持生存，因此，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来更新设

备和提供更好的条件来进行阳戏的创作和排练。

在软件人才方面湘西南路阳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人才的断层以及优秀人才的缺乏。由于戏曲行业

不景气，演员的工资水平低，人才难以留住，从而导

致了湘西南路阳戏演职人员青黄不接的场面，这给

阳戏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严重危机。

　　二　保护与传承湘西南路阳戏

对于地方戏曲的发展，有学者提出了“传统戏

剧现代化”和“地方戏剧都市化”，这一观点正指出

在社会经济发展下的今天地方戏曲所应努力的方

向。湘西南路阳戏的传承与保护，可以从以下四个

方面进行：

第一，抓住根本，提升自我。什么是根本？在

戏曲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重中之重莫过于戏曲剧本

和戏曲的唱腔。剧本是一种文学形式，是戏剧艺术

创作的文本基础，编导与演员根据剧本进行演出。

如果说剧本是一剧之本，那么唱腔就是整个剧种的

灵魂，是整个戏曲音乐的根。只有抓住这“根”

“本”，才能实现自我的提升。既然抓住了根本，那

怎么才能实现自身的提高呢？我们应当以人为本。

在戏曲剧本方面首先要提高创作队伍的创作能力

和水平。只有优秀的剧作家才能创造出贴近生活

的能打动人的具有生命力的优秀作品。要提高创

作队伍的创作能力和水平可以通过文化馆开设培

训班，或是把他们送到专业的音乐院校进行一段时

间的进修，从而提升创作者的理论知识与创作能

力。只有好的创作技巧与能力，才能推动阳戏的发

展。如：传统阳戏多为反映男女爱情、婚姻和家庭

伦理方面的内容，音乐结构较单一，音乐旋律缠绵

柔弱，对于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恢弘场面、激昂的

情绪则会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就需要创作者对音

乐的曲牌、唱腔进行丰富和创新，有条理、有目的地

增加伴奏乐器，从而增强音乐的表现力，推动戏剧

的发展。如果创作者没有扎实的基础、深厚的创作

功底是很难完成这一任务的。

对于唱腔方面的根本性提升可以通过加大传

承人的保护力度来实现。冯骥才先生曾说过：“历

朝历代，除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军事家、哲学家、政

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外，各民族还有一大批杰出

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后者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

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伟大文明的象征和重要

组成部分。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

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

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中国民间文

化遗产就存活在这些杰出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

代代相传是文化乃至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渠道，传

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杰出

的民问文化传承人往往还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

化推向历史的高峰。”［２］可见传承人在传承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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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的重要作用。而现如今湘西南路阳戏的传承

人则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要改善这种情况

就必须积极地采取各种有利措施引导老一辈传承

人进行专业传授，培训新一代的传承人，或是从民

间剧团中挑选可造之才与艺术院校联合培养，或是

发扬传统的“师徒制”“家族制”等民间传承方式，

亦或是可以在出现人才断层的这一阶段加强阳戏

曲谱的收集和整理，利用现代高科技工具和科学的

方法，如通过录音、录像等手段把传承人演唱的经

典曲目及唱法进行保存，并录制音频和视频，从而

起到学习、研究、传承、发展以及弘扬的作用。

第二，继承传统，勇于创新。仅仅依靠纯粹的

传承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

的灵魂，戏曲也一样。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湘

西南路阳戏要有更好的发展那就必须创新。湘西

南路阳戏的创新有这几个方面。首先，在剧本题材

上可以进行创新。传统的湘西南路阳戏的创作题

材主要取材于农村生活，为了跟上当下城镇化发展

的步伐，阳戏创作的取材可以更贴近当下的城镇生

活，关注当下人们群众感兴趣的，跟人们生活息息

相关的一些生活素材和原料进行创作，使湘西南路

阳戏更具有时代性，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其次，

在音乐的唱腔上也需要进行创新。“以不同特征的

音乐表现不同的人物，是戏曲音乐最高的艺术要

求”，［３］剧本的题材扩宽了，表达的面广了，人物多

了，那么相应的则需要不同的音乐唱腔来表现不同

的人物特征和性格，从而获得更多的丰富多彩、有

血有肉的音乐创作。第三，在伴奏上进行创新。湘

西南路阳戏的伴奏乐器有翁筒、锣、鼓、钹、可子

等。［４］这类的伴奏乐器虽有其特有的声音特色，具

有鲜明的民族性，但在表现色彩上还不够丰富，表

现织体上还太单薄。为了响应创造出题材和性格

更丰富多变，更富有表现力、更具有时代性的阳戏，

那么在伴奏形式和伴奏乐器上可以加入更多的弦

乐器和管乐器，从而强化湘西南路阳戏的伴奏体

系，丰富其伴奏色彩，推动音乐的矛盾冲突与故事

发展，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更优秀的作品。最后在舞

台道具上进行创新。传统阳戏的表演主要是舞台

上放上最基本的表演道具进行表演，常见的为两把

椅子，一个高桌子。如果把现代的一些高科技的技

术放到阳戏的舞台上，相信会为阳戏的表演增色不

少。比如在舞台上装上一个大的 ＬＥＤ屏，屏幕上
根据阳戏表演的内容设置相应的动画场景，或是利

用先进的幻灯技术，在表演中作出相应的立体影

像，美化演出场景，烘托演出气氛等等，这些都将会

把阳戏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

第三，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在社会变迁、

新型城市化发展快速的今天，政府应采取相应有效

的措施切实扶持群众性的剧团，组织、倡导和培育

各种自发性的阳戏小群体。同时，加大戏曲人才的

扶持力度，设立相关的培训机构和学校，制定一定

的优惠政策吸引广大青少年来学习。在办学政策

以及教师待遇上也应有所优待以吸收优秀的教师

和优秀的民间艺人来进行传道授业。

第四，利用旅游平台，加大湘西南路阳戏的宣

传力度。旅游业的发展与湘西南路阳戏的发展应

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随着近年湘西凤凰旅游

业的发展，湘西南路阳戏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在

凤凰古城中的各宗室祠堂几乎都可以看到湘西南

路阳戏的踪影。游客在游览古香古色的宗祠建筑

的同时还能聆听到原滋原味的湘西南路阳戏。沈

从文先生曾经说过：“到了湘西不看阳戏，等于只到

了半个湘西。”沈从文先生可以说是湘西社会的小

型百科全书，它对故乡方方面面的了解，对湘西地

域文化独到的研究心得，使得他的话对湘西南路阳

戏在湘西文化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地位进行了

肯定。［５］游客们可以从精神的层面更好的了解湘

西，读懂湘西。还可以通过在特定的、有意义的时

间点上举办戏剧节、艺术节，这样既提升了旅游的

文化性又扩大了湘西南路阳戏的知名度，开拓文化

产业，打造招商平台，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贡献

力量。

湘西南路阳戏是湘西人民在千百年的历史长

河中孕育出来的戏曲文化，是湘西人民劳动智慧的

结晶，是湘西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的传承

与发展对对于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增强民族的

凝聚力和创造力都有积极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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