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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湖南花鼓戏发展中的症结与对策 

陈　慧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湖南花鼓戏具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声腔独特、地方色彩浓厚，语言通俗、作风淳朴，凝聚了民间艺人智慧的结晶，是
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小戏。在２０世纪中期深受湖南民众的喜爱，在南方地区影响力较大，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之后，电视机、ＤＶＤ等现代电子产品不断普及，直到现在网络时代的到来，不断的冲击着花鼓戏的发展市场。当代青年对
流行文化的追随，逐渐冷落了花鼓戏艺术，观众数量不断减少，如果不制定科学的花鼓戏发展方案，其市场发展前景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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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湖南花鼓戏概述

（一）湖南花鼓戏的起源

花鼓戏是采茶戏、杨花柳、灯戏等剧种的统称，

湖南花鼓戏是花鼓戏的一个分支，起源于清朝嘉庆

年间的民歌，是农村地区颇受喜爱的民间小曲，花

鼓戏的内容源于生活，曲风淳朴，多数是关于百姓

生活、爱意表达。根据资料所述安徽凤阳是花鼓戏

的起源地，由此出现了多种版本的花鼓戏，像皖南

花鼓戏、湖南花鼓戏、湖北花鼓戏，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就是湖南花鼓戏，后来融入了“川腔”“大锣鼓”

等艺术元素，很大程度完善了湖南花鼓戏的艺术形

式，剧目的故事性、感染力增强，早期花鼓戏的艺人

都是“半农业半艺术”，被称为“半台班”。花鼓戏

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地花鼓极端、农村草台阶段、

花鼓戏班社阶段。

（二）湖南花鼓戏的艺术特点

湖南花鼓戏源于民间劳动，必然是饱含淳朴的

作风，其本质是大众文化。花鼓戏“一丑一旦”的演

出形式，后来添入了丑角，艺术反应生活，表演形式

有活泼、明快的特点。湖南花鼓戏具有三个鲜明的

基本特点：（１）花鼓戏是地方方言特色戏种，形成了
以长沙口音为基础方言的语言特色，长沙方言中声

母发音属于子音性质，因此发出的声音大部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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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吐字特点表现为有爆破力，比较有弹性、干

脆。［１］这与其花鼓戏润腔有直接的关系、花鼓戏润

饰的唱腔推进了花鼓戏浓郁唱腔的风格。润腔的

可以分为上滑腔、下滑腔、花舌腔、触电腔、上坡腔、

哭腔、哈哈腔等等，其中一些发声特色与京剧相似

如（２）湖南花鼓戏音乐是典型的四声音调曲牌，戏
曲旋律一般是六声特点，音符的变化和旋律的变化

较多，湖南花鼓戏最初只有几个基本曲调，基本曲

调有川调、打锣腔、牌子、小调四种，曲调用于区别

不同主题的节奏、表现感、音乐风格，按照曲调的风

格可以分为宫调、商调、角调、羽调，后来湖南花鼓

戏中融入了川调、空腔等艺术元素，统属于正调，音

乐声调比较平稳，结构形式可以反复运用［２］８。（３）
独特的唱腔民间歌舞湖南花鼓戏的唱腔可以从演

唱和伴奏形式的不同、音乐风格的不同、戏曲艺术

表现方法的不同来划分。根据湖南花鼓戏唱腔形

成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

是：民间歌舞时期，从唱腔分类上看，可以归类为采

茶歌（灯调），湖南花鼓戏就是从民间歌舞发展演化

而来，因此在民间歌舞时期的唱腔就是民歌，在地

方也称为“灯调”，《采茶歌》具有明显的乡土气息，

形成了花鼓戏的基础唱腔，随着地方戏曲文化的演

化，地花鼓、花鼓灯等形式的民间歌舞逐渐体系化，

固定的“一丑一旦”表演模式，初步形成了湖南花鼓

戏的表现形式。第二个历史阶段是“走场牌子”

“川调”“打锣腔”主腔调的形成阶段，随着“川腔”

“甩腔”等音乐元素的融入，角色表演形式也做了较

大变动，“一丑一旦”模式打破，进入了“三小戏”时

期，原有的“民歌”“灯调”唱腔需要扩展，适应花鼓

戏的表演形式，逐渐出现了“一唱众和”特点的“走

场牌子”“打锣腔”的花鼓戏唱腔，这时的湖南花鼓

戏逐渐的走向成熟，其唱腔和剧目饱含地方特色，

不同行当有专门的唱腔。［３］第三个历史阶段是湖南

花鼓戏，四种唱腔并肩发展的时期，各种衍生唱腔

不断的扩展，其中川调腔系在高腔剧目中深受大众

欢迎，各行当唱法趋于完善，比如《芦林记》运用了

川调唱腔，将多声腔合为一体，双川调也是川调唱

腔中的一个分支，乡野韵味很浓。

　　二　湖南花鼓戏发展现状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建设速度不断的提高，多

元化的文化对湖南“俗文化”有巨大的冲击，具

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记录的中国戏曲剧
种有３７１个，到目前为止已经有３０余剧种失传，经
过２００多年久盛不衰的湖南花鼓戏也受到新时代
文化的严重冲击，如今面临严峻的现状是：一方面，

观众对于戏曲艺术情感的不断淡化；另一方面，戏

曲编创队伍的萧条。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

展，如今电子网络、互联网的发展，这些传媒工具给

民间传统艺术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现代社会的发

展中，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使得一些“歌厅文化”充满

着市场，造成了湖南花鼓戏观众急剧流失。当年数

量众多的湖南花鼓戏剧团，如今只剩寥寥无几，由

于得不到资金的支持，一些坚持排练演出的剧团正

为生计而苦苦挣扎。老一辈的戏剧家相继过世了，

致使湖南花鼓戏的市场现状，一些好的演员转业

了，全省从事湖南花鼓戏表演的人员从上万人锐减

到数百人，上千种传统剧目也仅仅只剩下几十部流

传存世。湖南花鼓戏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

　　三　湖南花鼓戏发展中的症结

（一）基层文化机构基础薄弱

基层文化机构担负着“俗文化”的挖掘、保护与

拯救，开展一系列的文体活动，开展民族文化风俗

保护和拯救方面的工作，但是对目前“湖南民俗艺

术”服务中心的建设调查，虽然政府在申请“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很多名存实

亡，主要受到经济因素和人员配备的影响，并没有

持续发挥良好作用。没有基层文体工作机构对湖

南花鼓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发展和文化保

护，其文化传承存在严重的问题。

演员流失严重，花鼓戏专业培养相对落后，当

前湖南花鼓戏专业招生困难，作为一门的综合性的

艺术，需要艰苦的训练也需要良好的身体条件，外

在因素是花鼓戏的市场前景悲观，即使优秀的花鼓

戏演员也没有优越的收入，现阶段对文化风俗的保

护不能不考虑社会经济因素。湖南花鼓戏市场发

展危机，一方面表现在专业演员缩减，技艺传承出

现了危机；另一方面表现在湖南花鼓戏内容陈旧，

缺乏对年轻人才缺乏吸引力。其次，是花鼓戏剧团

管理模式陈旧，内容缺乏时代感，随着老一辈艺术

家的相继离世，花鼓戏的传承和发展形式也将进一

步恶化。根据对湖南花鼓戏文艺团的调查，很多文

艺团的职工作人员和演员平均年龄为５５岁，有的
甚至８年没有新人的加入。随着农村老一代观众
的减少，没有进一步加剧了技艺传承断层现象，湖

南花鼓戏艺术资源流失严重。

　　四　湖南花鼓戏的对策

（一）建立“花鼓戏”文化生态园，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

首先，要转变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独立划分的

思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蔓延的大环境下，没有

一个民族或者地区能够独立存在而不受影响或者

抵制外来文化的融入。因此，建立“俗文化”族文化

生态区是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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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的旅游业发展以及文化生态园区的建设还

处在初期阶段，要想保证其又好又快的发展，就离

不开政府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湖南“俗文化”经济

带生态园建设，政府都应该积极改善与优化旅游业

扶持政策，尽可能的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

模，将旅游业发展为能够引领其他产业发展的主导

产业，保证旅游业能够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动力，

并反馈保护文化遗产。

（二）文化名城建设与湖南花鼓戏保护相结合

文化名城建设与湖南花鼓戏保护相结合的关键

是民间文化的挖掘，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文化传承

和拯救的有效措施，在我国很多地区都有成功的先

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主要是受到经济收入的影

响，湖南农村人们外出务工人口越来越多，因此历史

文化名城的建设，就是将湖南花鼓戏为代表“俗文

化”特色进行传承和资源利用，将特有的技艺转变为

效益，并打造成文化特色，作为“文化城市”建设的标

志性文化，提高知名度，促进本民族的年轻人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像花鼓戏的川腔、甩腔等）。

其次，在湖南“俗文化”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过

程中，进行规范化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只有

进行了规范化管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俗文

化”名城的平稳发展，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旅游业各级工作人员都应该尊重和维护当地传统

文化和习俗，保证资源的良性循环，遵循国家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决策，严格避免因旅游业项目的开发

而导致的环境污染或资源浪费现象，为湖南“俗文

化”名城项目的开发和发展提供可靠的科学发展依

据，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应该从整体的角度

出发，合理规划湖南花鼓戏区域旅游资源的内部结

构，实现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与湖南花鼓戏保护的有

效结合，提高民族文化风俗保护效果。

（三）将湖南花鼓戏纳入素质教育课堂

当前，我国大力的推进素质教育，对少数民族

也有相关的优惠政策，但是，现行教学大纲缺少民

族“俗文化”内容板块的教育。

青少年是“未来之星”，过度的重视应试学科的

学习，在青少年中不了解民族文化、不尊重文化风

俗的现象较为普遍，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越来越薄

弱，与当今教学大纲有很大的关系，当今各界对教

育越来越看重，也是为了适应“文化保护”的现代教

育，要将民族文化纳入教学大纲，强化学生对民族

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提升民间艺人在人们心中

的地位和形象，增强湖南花鼓戏的保护效果。２１
世纪初，在国家新课标改革的大力推进下，教育体

系和教学大纲对教学水平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民族文化的教学质量也与授课教师的数量、

质量和办学体系息息相关，所以，要想打造良好的

民族文化教育体系，提高各科教师在教学中民族文

化的融入，全方位的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教

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此民族文化风俗的保

护的长远之计就是加强民族文化的教育工作，从根

源上巩固民族文化的历史文化地位。

（四）立法保护民俗文化

我国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法，起到了重要的文化保护作用，也是现代保护

和拯救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但是立法保护在后

期的内容更新和条例设定上并不完善，因此民族文

化保护要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的颁

布与实施效果的经验。１９６２年韩国就颁布了《文
化财产保护法》，之后联合国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

和自然遗产公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趋

势下，我国也积极响应国际的号召，在２０００年制定
了《“花鼓戏”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在文化保

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文化的保护、传承和

挖掘的作用具有局限性。《中华民族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保护法》进一步实现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面

临新时代，民族文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文化保护条例并不能完

全覆盖，因此现阶段湖南花鼓戏民族文化的保护，

必须充分的利用立法的强制措施，对民族文化进行

有力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湖南花鼓戏具有多元的价值内涵，对于文化艺

术来说，保护湖南花鼓戏“俗文化”有利于中华文明

的多样性。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明显，传统文

化的保护就越重要，从传统民族艺术的传承来说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是体现一个多民族

国家凝聚力的根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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