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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剧高腔音乐传承与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的融合

于兰英，吴 丹，殷 瑛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湘剧高腔是湘剧中最成熟、最富特色及代表性的声腔形式，其音乐蕴含丰富，地域色彩浓烈，

可作为传承和弘扬湖湘文化的有效体载。一方面，湘剧高腔音乐传承有利于湖南高校文化建设，增强

其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地域认同感、培养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另一方面，湖南高校也是当下能使湘

剧高腔音乐得以继承、发扬的合适场合和重要阵地，二者相辅相成，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当代湘剧

高腔音乐经过内容题材、舞美设计、声腔设计及伴奏乐队等多方面的改革，可以在保留传统戏剧进校

园活动、创新传承方式、建立长效融合机制、加强湘剧高腔音乐美育课程建设以及利用新媒体开发艺

术传承新形式等方面与湖南高校文化建设相融合，推动湖南高校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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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 Tune Music of Xiang Opera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Hunan

YU Lanying, WU Dan, YIN Ying

（College of Music,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High tune music is the most mature, distinctive and typical form of xiang opera. Its music contains rich 
and strong regional colors. It is the inheritor and promoter of Huxiang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inheritance 
of high tune music of xiang opera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unan, 
enhancing students’sense of cultural and regional identity, enhancing students’ sense of cultural and regional 
identity, and cultiva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feelings. On the other h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unan are also the important plac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igh tune music of xiang opera.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une music of xiang opera needs universities and colloges in Hunan and vice versa, 
so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two is the general trend. Through reforms in content, subject matter, st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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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l design and accompaniment band, the high tune music of contemporary xiang opera c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unan in the aspects of keeping the traditional 
drama into campus activities, innovating inheritance methods and establishing long-term integr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construction of high tune music curriculum of xiang opera, and using new 
media to develop new forms of art inheritan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excellent students with the 
ability of inheri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music and bulid confidence in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the high tune music of xiang opera;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Hunan; 
integration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

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戏曲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文脉中有特殊

地位。无论从文化传统的继承还是文化建设的角

度，戏曲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进程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部分。湘剧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戏大剧

种，是湖湘文化的名片之一，2008 年 6 月，其被

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剧中最

有代表性的声腔形式——高腔，在其创新性的发

展过程中，其艺术特征的相似性与时空接近时产

生的熟悉感，使得个体之间的兴趣、态度、价值

取向等非认知性特质相似。因此，将这种优秀的

湖湘文化资源——湘剧高腔音乐与高校文化建设

融合，充分发挥高校文化传承的功能，能丰富高

校文化建设的形式、模式。

一 湘剧高腔的渊源与发展

湘剧流行于长沙、衡阳、桂阳一带，影响辐射

江西吉安、广东韶关、坪石等地。“湘剧”一词

最早见于 1920 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

中的西兴散人序：“闻之顾曲家，湘剧全盛于清

同光间。”[1] 因湘剧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来演唱，

故一度曾称作“长沙湘剧”。据记载，明代成化

年间，长沙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戏曲演出

的繁荣。外来的昆曲、弋阳腔等在本地区长期的

演出活动中，与湖湘地区的民间音乐、地方小戏、

语言紧密结合，逐渐衍变成极富湖湘特色的剧种。

湘剧由“高、低、昆、乱”四种声腔组成，其中“高”

是指高腔 ,“昆”是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昆山腔，

“弹”和“乱”指的是受弋阳腔影响发展出来的

乱弹腔或是其它杂腔小调，而“低”指的是低牌

子曲 [2]。湘剧高腔是指湘剧中形成最早、最富有

特色、最具代表性的声腔形式；湘剧高腔音乐则

是湘剧高腔声腔形式产生的艺术成果，从结构上

来说，属曲牌体，艺术蕴藏极为丰富。

（一）湘剧高腔的起源

1. 湘剧高腔源于弋阳腔

“弋阳腔”于元末出现在江西弋阳一带。弋

阳腔向湖南流传，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有“两

京、湖南、闽、广用之”的记载。弋阳腔有“向

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3] 的特点，

善于吸收其它诸多腔种，并予以改良。传入湖湘

以后，其较快地吸收了湘中、湘东民间音乐元素，

融合打锣腔等地方音乐，在滚唱基础上衍变成湘

剧高腔。因此，早期的湘剧高腔仍保持着弋阳腔“锣

鼓干唱”“不托管弦”“一唱众和”的特点。

2. 湘剧高腔与其他声腔融合

据记载，湘剧高腔受到昆腔、徽剧、汉剧等其

他地方戏曲和本地傩祭音乐的影响。据“长沙老

郎庙班牌”记载，清朝康熙三年（公元 1664 年）

和六年长沙福秀班和老仁和班先后成立，兼唱高

腔、昆腔。高、昆同台切磋演出，直接影响到高

腔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发展，使之从偏重大锣大鼓

的武戏，变为也唱小锣小鼓的文戏。昆曲表演中

优美、细腻的做工和舞蹈，使湘剧唱腔和表演艺

术日趋臻美。

早期湘剧吸收了徽班中吹腔，如《大长生乐》

《偷鸡》等一类剧目，其曲调称为“安庆调”[4]14。

源于秦腔的徽班戏《如意钩》《锁云囊》，也是

湘剧经常演出的剧目。湘剧还从汉剧中吸收了《酒

毒杨勇》等剧目。南北路声腔的传入，在湘剧舞

台上形成了高腔、乱弹合演剧目。高腔与乱弹同

台，互相借鉴，取长补短，高腔音乐吸收了乱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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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擅长的做工和武打；乱弹则受高腔滚唱的影响，

发展了长段流水。

3. 湘剧高腔吸收民间音乐

浏阳南乡金刚头的老案堂班主唱傩腔，其与

湘剧有着深厚渊源。首先，从师承关系中看，“高

腔大王”徐绍清先生和著名司鼓欧阳寿廷均在这

里出师；擅长高腔的湘剧前辈名艺人孔清玉、孔

清富、萧金祥、朱仲儒等亦出于名师老案堂班暨

镇宝门下 [5]。其次，湘剧高腔曲牌“清江引”和

花鼓戏“木马调”的放流唱段有相似处，均有傩

腔元素。再次，湘剧高腔吸收了不少民间音乐的

成分，如数量最多的“窣地锦”类中不少曲牌的

起腔就与本地山歌“过山龙”近似。

（二）当代高腔音乐的改革发展

湘剧的改革与发展要紧紧扎根在湖湘文化中。

湘剧高腔音乐的艺术风格，应该集中体现湖湘民

众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

1. 因势而变进行声腔设计

湘剧的四大声腔中，高腔、低牌子、昆腔都

是曲牌联缀体音乐，唱词多为灵活的长短句；弹

腔是板腔体音乐，唱词多为七言、十言的齐言句。

因此，传统湘剧作品中声腔的使用有规律可循，

多是一个剧目只用一种声腔；少数戏使用两种声

腔，基本是以场为单位，前一场戏用高腔，后一

场戏则用其他声腔。同一场戏中使用不同声腔的

例子极少。

现代创作的新湘剧高腔剧目中，唱词不再严

格按照曲牌格律填写，也不是同韵相叶、平仄交

错的齐言句。因此，湘剧高腔音乐因势而变，以

作品戏剧冲突发展为原则，编腔集曲，创制新调。

如 2020 年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湘剧大

戏《国歌 • 时候》中，全剧最重要的一个大段唱腔

是田汉演唱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据作曲

家陈明老师介绍，在声腔设计时，这一唱段就同

时运用了高腔、弹腔两种声腔。这类现象在湘剧

传统戏中是比较少见的。多声腔是湘剧的特色之

一，现在依时代而变，不拘泥“一戏一声腔”，

体现了兼容并蓄、通变求新的优秀湖湘文化传统，

塑造更为广阔的审美空间。

2. 变革舞美形式

戏曲舞美的现代化变革与观众审美变化的需

求息息相关。湘剧高腔音乐将传统舞美的表现手

法与现代审美相融合，满足现代观众的新视品味。

戏曲是高度程式化的艺术形式，传统戏曲舞美

讲究写意性、象征性、虚拟性，舞台呈现一种简

洁之美。传统舞台上的一桌二椅、脸谱、水袖等，

是灵活的，自由的，其不仅仅取决于生活实际，

而是取决于人物塑造和情节表现的需要。现代化

的舞美设计写实、直观、真实感更强烈，既顾全

舞台的形式美，又兼顾戏曲人物情感表现。如《国

歌 • 时候》，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风

格。全息幕、LED 屏等现代科学技术运用，让时

空交错、变换，不同的人物、身份、故事、情绪

融汇在同一个场景中，实现写实、写意相互转换。

第三幕中，利用“全息幕”，观众看到立体的虚

拟人物——田汉与聂耳的隔空对话，展现了国歌

诞生的来龙去脉，警示国人时刻保持忧患意识、

永远秉持爱国情怀。这种以倒述、跳跃、电影蒙

太奇的表现方式，结合高科技，将观众带入沉浸

式的戏剧体验中，剧情跌宕起伏，舞台呈现极具

观赏性。

3. 改革伴奏

湘剧高腔声调高亢激越，在高腔系统中较为

淳厚、率真，情绪热烈、奔放。早期湘剧高腔的

特点是只用锣鼓助节，不托管弦，伴奏以打击乐

器为主。打击乐节奏丰富多变，基本锣鼓点有

一百三十多个。传统湘剧伴奏乐师的即兴性强，

要求与表演者之间的配合默契。

近代，随着湘剧高腔音乐的发展，伴奏添加了

管弦，如琵琶、竹笛、二胡、唢呐等。配乐较为

程式化，多采用“齐奏”，主奏乐器有固定的表

现模式。

至现代，湘剧多声腔融合以后，湘剧的伴奏更

为丰富。其配乐大部分运用民族管弦乐伴奏，近

几年，有极少数作品尝试交响乐伴奏。交响乐与

湘剧高腔音乐的共鸣，探索了地方传统戏曲与世

界主流器乐融合的可能性。如 2016 年，由长沙市

湘剧保护传承中心打造的《护国》，由湖南交响

乐团担纲管弦乐部分的伴奏。传统湘剧与交响乐

的交汇融合，音乐具有强悍的张力以及细致入微

的音色变化。中西混合乐队编制与传统乐队相比，

湘剧高腔音乐的横向的线性流动性与纵向织体的

丰满性加强，音乐部分由辅助作用向主导作用转

变，增强了年轻受众的共情力，为推动湘剧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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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开辟出新路途。

戏剧改革的专业性很强，传统湘剧高腔的精

华，是个性，是它的独特光芒；现代手段的灵活

运用，是创新，是它与时俱进的发展。继承不足

就会丧失剧种特色，创新不够就会与时代产生隔

阂。现代湘剧高腔的改革者们没有满足于对个性

的简单保护和利用，而是在现代审美意识的观照

中，对地域性剧种的特征进行再一次的提纯和打

磨。从剧目创作题材到舞美布景，从唱腔设计到

戏曲伴奏，这一系列的改革，贴近年轻人的审美，

也将极大地助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二 湖南高校文化建设中传承湘剧高腔

音乐的必要性

高校校园文化具体包含着高校精神文化、制

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和网络文化等方面。

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是学校经过长期发展积淀而形成共识的一种价值

体系，彰显了学校个性魅力与办学特色，也是学

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湘剧高腔音乐是

地方性戏剧的形式，是区域化的结果，有其存在

的独特的价值——自身区域文化、乡土文化。湘

剧高腔音乐传承与湖南高校精神文化建设需要是

契合一致的。

（一）树立大学生文化自觉与乡土文化认同的

需要

提升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自信，首先是要有对文

化的自觉认同。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湘剧高

腔音乐能积极引导和教育大学生对地域文化和乡

土文化产生自信与认同。

第一，数百年间流传下来的优秀剧目是传统文

化艺术的集中体现。传统湘剧高腔音乐的“四大连

台”（《封神传》《目连传》《西游记》《精忠传》）

和“六大记”（《金印记》《投笔记》《白兔记》

《拜月记》《荆钗记》《琵琶记》）[6]1 等代表性

的传统剧目，不少出自宋末南戏、元代杂剧和明清

传奇，演出时间最早，保留时间最长。这些经典戏

曲作品丰富了校园传统文化的构成，其中包含着善

良、正义、爱国的思想，不畏艰难险阻的情操，排

除万难的无畏精神，对高校培养大学生对优秀中华

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新创剧目扎根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的

集中表现。近些年，以湖南风土人情、历史、革

命题材为原型，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湘剧高腔作

品。如大型现代湘剧《李贞回乡》，以世俗的感

性关怀、细腻的情感主线，生动地再现了共和国

的第一位湘籍女将军的戎马人生和心路历程 [7]11。

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挖掘历史名人的性格，刻画

了一批典型人物形象；同时，其也为普通人物群

体塑像，力图于平凡之处见崇高，于细微之处见

伟大。湘剧高腔音乐中的人物是湖湘人民形象的

缩影，是湖南地域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其也能

对湖南高校青年学子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产生

积极的影响。

第三，将广大青年学子作为重要的受众，增

强文化认同感。江西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卢

川表示：培养青年观众是关乎根本的大事。只有

留住观众，戏曲才有市场。只有培养了相对稳定、

有一定规模的青年观众，戏曲才有传续发展的空

间 [8]。湘剧高腔音乐在艺术创作中，扎根湖湘传

统文化，将广大青年学子作为重要的受众，与时

俱进，创作了一批有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如湘

剧高腔戏《拜月记》《生死牌》，风靡全国。这

些优秀的湘剧高腔剧目，能让学生们近距离、全

方位、多角度体验戏曲之美；能通过展示戏曲艺

术生动的表现形式和深厚的文化蕴藏，使青年学

生能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力量。湘剧高腔经过改革，

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新

作品，能激励学生探寻传统文化的脉络，激发校

园文化建设活力，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湘剧高腔音乐展现着湖南风物人情的特色。戏

剧的魅力与故土情韵、家国情怀、理想情操融涵

在湖湘各个时期的文化氛围、生存环境、精神记

忆之中，凝结成湖南人无法消弭的文化烙印，深

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9]27。湘剧高腔音乐

的艺术价值与审美活动所具有的感染人、陶冶人

的特点与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契合，适合以戏剧艺

术的形式引导青年塑造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和谐、

均衡、健康发展。

（二）湖南高校美育实施的途径之一

2019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切实加强新

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特别指出：“加

强美育工作，积极开展舞蹈、戏剧、影视与数字

媒体艺术等活动，培养学生艺术感知、创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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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能力和文化理解素养。”[10] 湘剧高腔音乐是

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瑰宝，是一种地域性色彩极

强的艺术形式，亦是湖南高校美育实施的重要途

径之一。

湘剧高腔戏能让学生能够从多个角度去发现

美、审视美，提升审美的感知能力。“湘音耳熟”“曲

贵传情”，其在继承上的创新能让青年学生产生

相似的心理、情感的共鸣。这为校园文化建设提

供了良好的契机，引导青年学生去热爱传统文化，

地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心。

（三）传承红色基因、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

新载体

抗日战争时期，湘剧界曾组成七个抗日宣传

队，分赴湘西、湘南和桂北，宣传抗日长达六七

年之久，期间涌现出一大批宣传革命和抵抗侵略

的创作剧目，广受欢迎，如《刺恩铭》《广州血》

《东北一角》等等 [11]118。这些优秀的剧目，以强

烈的表现力，鼓舞了青年学子奋发图强，抵御外辱，

激发了抗战的士气。新中国成立后，老艺人和新

文艺工作者合作，对湘剧的丰富遗产进行挖掘、

整理，创作的大批作品传承着红色基因。如作品

《云阳壮歌》，讲述了斗争最艰苦的井冈山时期，

红色政权的摇篮——株洲茶陵县云阳村一次送出

了 39 条青年汉子参加革命斗争、牺牲奉献的英雄

事迹。

这类湘剧题材充满正能量，可以作为课程思政

与课程美育的经典范例，潜移默化地把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美育全过程，唤

起莘莘学子“胸怀家国天下，肩扛使命担当”的

情怀，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

的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

三 融合路径

校园文化为青年人接受教育和个体成长提供

了土壤和环境，湘剧高腔音乐传承与湖南高校校

园文化建设合二为一，充分彰显主流精神、融合

多元个性，将独特的文化气质植根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总体事业中。

（一）展现——湘剧高腔戏进校园活动

“戏剧进校园”活动是美育实施的品牌项目之

一，以校内、校外联动并促进艺术教育一体化为

主轴，依托湖南省湘剧院与茶陵县湘剧团等专业

院团，通过“湘剧进校园”等多种手段，让湘剧

的喜爱者更多、受众年龄层次更小，为湘剧的保

护与传承打下夯实的基础，使湘剧成为湖南人心

中的文化标识与象征。

湖南省湘剧院开展“戏剧进校园”等活动，

演出共计 26 场，观看人数略计 20 900 人次。其中

11 场演出地点为湖南省高校，占 42.3%；高校学

生人数为略计 8 600 人，占 41.1%，演出场次、观

看人数均高于中小学。从数量上看，湘剧高腔戏

进入高校的比重较大。形式上看，有展演、讲座

与完整作品演出，其中在高校演出的绝大多数为

完整的湘剧高腔音乐作品。从作品上看，选用剧

目均为湘剧高腔戏精品，体现了“精准推介”的

理念：精准定位高校师生的戏曲需求，精准打造

活动载体，精准选择演出剧目。经典的高腔戏剧

目内容、制作精良的作品、倾力打造的舞美设计、

全新的音乐编排等，营造立体的、沉浸式的体验，

淡化学生对湘剧的陌生感，增强了其对湖湘文化

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得到很强的文化获得感。

（二）规划——创新传承方式，建立长效融合

机制

确保湘剧高腔音乐传承与湖南高校文化建设

的融合，实效是关键。在探索实效性的过程中，

应创新发展规划：其一，利用优势资源。中国戏

曲学院 2019 年在多剧种表演、多剧种器乐招收湘

剧方向的学生，这是高等教育史上首次成建制培

养湘剧本科人才。这一举措，极大地鼓励湘剧进

行特色教学改革，强化内涵和特色建设。其二，

利用当地资源。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是湘剧高腔人

才培养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学院从制度建设、

氛围营造、渠道拓宽等方面不断加大对中青年湘

剧高腔人才的培养。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湘剧经典高腔剧目

《抢伞》传承人群研修班”，聘请湘剧艺术家、

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组成专家教学团队，以经

典高腔剧目为教学内容，积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真正把自身本领和知识传授给学院师生。其三，

利用专业院团资源。湖南省湘剧院、长沙湘剧保

护传承中心、衡阳市湘剧团、茶陵县湘剧传承保

护中心、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是湖南省湘剧

的专业院团。这些专业院团集中了绝大多数的湘

剧演员，保留了众多的湘剧高腔经典传统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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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新编新创新剧目的生力军。在湖南高校传

承的发展规划中，融合三方的资源，赋能湘剧高

腔艺术在表演、研习、传承、传播的新方法，新

途径、突出专业引领作用，建立长效融合机制，

培厚传统地域文化的土壤。

（三）课程——加强湘剧高腔音乐的美育教学

教育部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建设的通知中提到：“高校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以

传承项目为内容的选修课程、纳入学校人才培养

方案和教学计划……切实落实课程建设、社团建

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展示交

流各项工作任务，突出育人功能。”[12] 湘剧是湖

南文化名片之一，依据湘剧或湘剧高腔音乐为教

学、活动内容，设计相关通识课程、社团活动、

展示交流等，是湖南高校“三全育人”，打造湖

湘特色校园文化及品牌的战略之一。

2009 年，台湾作家白先勇发起的“昆曲传承

计划”落地北大，而后学校开设《经典昆曲欣赏》

公选课，受到学生的广泛关注与喜爱。武汉大学

易栋副教授以传统汉剧为教学内容，设计《汉剧

艺术传承公益讲堂》等课程，教授学生们演唱汉

剧选段。以上实例为打造湘剧高腔音乐特色课程、

培厚地方戏曲文化土壤提供了思路。

截至 2021 年 5 月，以湘剧为内容的公选课，

在中国慕课、智慧树等大的网络教学平台中，没

有专门课程；在戏曲网络课程中，湘剧的内容也

寥寥无几。2020 年 6 月统计，湖南现有高校 128
所，其中本科院校 51 所，高职专科院校 77 所，

除湖南职业艺术学院有湘剧表演的专业课程以外，

其余高校湘剧为内容的公选课均属空白。一面是

戏曲艺术的无限魅力，一面是湘剧高腔音乐美育

课程的巨大缺失，湖南高校的文化传承功能应当

勇敢肩负起使命。

1. 湘剧高腔音乐的课程设计

戏曲是一种综合的艺术，集文学、音乐、舞蹈

等形式于一身。通过湘剧高腔音乐的理论学习和

剧目欣赏 , 青年学生可以充分感受它的文化底蕴和

艺术魅力，从而提高自身审美能力，同时促进这

一珍贵地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展。乔治 •A•
比彻姆认为：“课程设计的问题，首先是要考虑

价值。”[13]84 湘剧高腔音乐的艺术价值涉及文学、

历史、美术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示了湖湘人民高

尚的审美情趣和崇高的审美理想 [14]197。因此，设

计湘剧高腔公选课程的灵魂和方向是重在发掘湘

剧作品中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家国情怀、民族

情怀等深刻的精神内涵；重在展现湖湘审美文化

的独特风采；重在体现它在当今文化大繁荣中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高校开设文化素质课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

是专门为湘剧高腔音乐输送专业人才的必修课程，

这类课程由专门的戏剧院校开设，受众较少；二

是面向全校开设的文化艺术公选课；三是将湘剧

高腔音乐融入主干课程的教学中，如在民族民间

音乐、音乐欣赏、戏剧欣赏等课程中开设湘剧高

腔音乐专题，播放、教唱经典的唱段等。后两种

方式普及面更广、实效性更强、方式更为灵活。

课程设计中要注意评价、考核机制，以保障课程

的系统性和稳定性。

2. 校本特色教材的开发

湖南省株洲市是全省最早探索戏曲文化在校

园普及和教学的城市之一。2016 年，株洲外国语

石峰学校（2017 年列入湘剧传承基地之一）、云

田学校、银海学校被确定为湘剧传承的试点单位。

这些学校在湘剧高腔音乐校本教材方面做了有力

的探索，有的经验值得高校借鉴与推广。如株洲

外国语石峰区学校校本教材中将古典诗词与湘剧

高腔的牌子曲融合，经典作品便是融合了曲牌“懒

画眉”的《诗经 • 蒹葭》。“懒画眉”属南曲，旋

律低回委婉，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深沉情绪。该曲

牌的词格与句格与《诗经 • 蒹葭》比较合律，亦可

以解释为旋律与唱词语言声调较相吻合。这类教

材作品短小、精致，好听亦好学，学生能够很快

地掌握一些湘剧高腔行腔吐字的特点与韵味，将

湘剧高腔音乐的种子埋在他们的心田。

（四）创新——运用新媒体，开发艺术传播传

承新形式

如何运用正确的形式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与

教育，是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关键问题。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贴近青年学生生活，湘剧

高腔音乐要用学生喜欢的方式传播与传承。中国

音乐学院院长、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席王黎光在

2020 年政治协商会议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的提案中

指出， 传统文化艺术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受众多

为年轻人时，可利用新手段，优化传播内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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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播方法，把传统艺术这件有意义的事做得有

意思。

在湖南各高校，将湘剧高腔音乐与湖湘传统

文化的需求结合起来，成为大学生热议的话题，

其将扩大湘剧高腔音乐的受众范围，提高影响力，

极大地改变现在曲高和寡的局面。湘剧高腔音乐

的传播，近几年也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相互配合

的形式。以全国最有影响力的 APP“学习强国”

上的推广为例，截至 2021 年 5 月 15 日，APP 内

共有湘剧高腔音乐相关资源 23 个，其中有经典作

品 7 部、选段 3 段、纪录片 2 部、理论知识 7 个、

微课程 1 课，内容较广；浏览次数过万的内容有

作品、公开课、普及知识等，说明受众对湘剧的

喜爱覆盖不同的层面；浏览次数最多的为 3 分多

的短视频，共计 63 746 次，说明碎片化时间的学

习大家乐于接受；有两个大学生实践湘剧的短视

频，被浏览 7 311 和 6 664 次，说明大学生受众对

其兴趣比较浓。

综合分析来看，“互联网 +”带来传播的新机

遇正逐步呈现。把握和引导地方传统文化方向是

校园文化建设者必须直面的议题。利用新媒体积

极推介传统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应突出青年学生

的主体地位，顺应时代变化趋势；研究青年接受

信息的碎片化、具象化等特点与规律；探索高校

互联网文化建设与湘剧高腔音乐深度融合发展的

新途径。总之，新媒体的运用，带来多样化、自

主化、便捷化的学习方式，为地方传统音乐与高

校文化建设赋能。

湖南高校是地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与时俱进的湘剧高腔则是传承和复兴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可以融合。一方面，通过湘

剧高腔音乐艺术价值的重构、改革，将反映时代

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推送至大学

生群体，激发校园文化建设活力；另一方面，高

校的精神文化建设及网络文化建设以学生为中心，

以课程为基础，以各类活动为载体，发挥湘剧高

腔音乐红色基因的积极影响，加强了学生的文化

认同感和地域认同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培养

了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在后续的融合中，

还可以完善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及人才建设、

扩大实践平台，推动地方戏曲艺术实践、研究等

多种形式发展。湘剧高腔音乐的传承不仅仅以专

业院团为主体，而是将湖南高校的优势转化为实

际的能力，加强深度合作。湘剧高腔音乐的传承

亦能关注戏曲理论与教育规律的研究，形成相关

的学术突破等。

参考文献：

[1]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 . 中国戏曲志（湖南卷）[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71，82.

[2] 陈飞虹 . 湘剧高腔音乐的特色 [J]. 艺海，2003(4)：31-
37.

[3] 李调元 . 剧话 [M]// 中国戏曲研究院 . 中国古典戏曲论

著集成：第八集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46.
[4] 范正明 . 湘剧史话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5] 陈飞虹 . 浏阳金刚头《老案堂班》：也谈湘剧之源与

流 [J]. 艺海，2018(2)：9-11.
[6] 范正明 .湘剧剧目探徽 [M].长沙：岳麓书社，2011：1-2.
[7] 曾 致 . 湘剧舞台的时代创新之作：观大型现代湘剧

《李贞还乡》有感 [J]. 艺海，2009(10)：11-12.
[8] 翟 群 . 古老声腔如何焕发新时代光彩 [N]. 中国文化

报，2019-11-20(3).
[9] 陈义平 . 关于湘剧保护传承发展的几点思考 [J]. 艺海，

2012 (1)：27-30.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 [EB/OL]. [2021-05-01]. http：//www.
moe.gov.cn/srcsite/A17/moe_794/moe_624/201904/
t20190411_377523.html.

[11] 尹伯康 . 湖南当代戏剧简史 [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

社，2018.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基地建设的通知 [EB/OL]. [2021-06-07]. http：//www.
moe.gov.cn/srcsite/A17/moe_794/moe_628/202006/
t20200615_466006.html.

[13] 乔治 •A• 比彻姆 . 课程理论 [M]. 黄明皖，译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杜，1989.
[14] 杨和平，吴远华 . 非遗保护与湘剧研究 [M]. 苏州：苏

州大学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陈  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