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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昆口述史研究

吴春福
*1

【摘要】：湘昆是中国昆曲的重要组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章以湘昆为对象，取口述史的研究视

角，通过对湘昆亲历者、见证者口述史料的采录整理，结合文献记载分析印证，试图挖掘湘昆传承发展的历史细节。

【关键词】：湘昆；口述史；传承人

昆曲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珍品，随着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

表作”而享誉全球。但作为昆曲分支的北昆、南昆、上昆、浙昆、川昆和湘昆却较少有人熟知。其中，湘昆“指流行在湘南的

郴州、桂阳、嘉禾、新田、宁远、蓝山、临武、宜章、永兴、耒阳、常宁等地的昆曲”
［1］

。它是昆曲传入湖南后逐渐发展而来

的。湘昆渊源于明初苏州的昆山腔，于明万历年间以江西、安徽为跳板，传入湖南长沙、武陵（今常德）一带，随后又以水路

取径流播到湖南衡阳和郴州地域，并与当地民俗风情、方言语音、戏曲曲艺等相融合，逐渐形成的一个具有完整体系和独特风

格的昆曲流派。湘昆的历史构成应包括“随时间变化（历时）的过程和现时刻重遇、再创造过去的形式与遗产（共时）的过程”
［2］

。湘昆的亲历者、见证人口述史料的挖掘、整理，为湘昆艺术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本文以湘昆为对象，取口述史的视

角，通过对湘昆亲历者、见证人口述史料的采录整理，试图展现湘昆多维而丰满的历史画卷。

一、湘昆发掘者的口述

湘昆的发掘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湘昆的发掘更离不开发掘者的记录整理，其中，李沥青
①
和李楚池

②
为湘昆的发掘

做了奠基性的贡献。

1.李沥青口述湘昆人生

我于 1945 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分别师从詹安泰、王季思、钟敬文学习词、曲和民间文学。1949 年毕业分配到嘉禾县文

教科工作。1955 年任嘉禾县副县长兼文教科科长的时候到县“革新祁剧团”观看演出，发现剧团老艺人何民翠将祁剧剧目《思

凡》原有的武陵戏高腔，改为祁剧高腔演出。我心生疑惑，随即向何民翠讨教，得知剧团有人还能唱昆曲，但苦于招不到徒弟。

我暗下决心抢救昆曲。第二天一早就到剧团向老艺人了解昆曲的传承情况，得知剧团仍有部分老艺人能唱昆曲折子戏、大戏和

整本戏后，立即写出书面报告，向县委领导作了汇报，请求组织人员挖掘抢救昆曲。

1956 年，我找到部队转业回乡，又懂音乐的李楚池，邀请他参加到抢救湘昆的队伍中来，一场挖掘抢救湘昆的运动悄然拉

开。我们在“革新祁剧团”肖剑昆、匡升平等老艺人的协助下，不到半年就整理出传统剧目《三闯负荆》首演成功。随后的两

年，相继整理、演出了《武松杀嫂》《歌舞采莲》《藏舟刺梁》《琴挑》等剧目，湘昆开始得到各级文化部门的认可，在社会

上逐渐产生影响。

湘昆之名的由来与梅兰芳有关。1956 年 12 月，梅兰芳在湖南省戏曲座谈会上说“最近，听到在桂阳、嘉禾发现了湘昆，拥

有许多老戏，这很难得、很宝贵，希望得到领导的重视。”
③
在梅兰芳的呼吁下，1957 年 10 月，由省文化厅出资 3000 元，成立

1作者简介：吴春福，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410081）



2

了嘉禾昆曲训练班，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 20 人，年龄 12—15 岁之间，由“革新祁剧团”老艺人传教，为湘昆的发掘奠定了基

础。1959 年，嘉禾昆曲训练班搬到郴州，1960 年成立郴州专区湘昆剧团。1964 年，郴州专区湘昆剧团改为湖南省湘昆剧团。

从 1959 年嘉禾昆曲训练班迁到郴州，我参与整理、抢救的昆曲剧本、音乐就有一百多部，但由于当年的老艺人年事已高、

记忆模糊等，致使多数都不能完整地记录。1985 年退休后，我依然在家整理湘昆剧本、音乐和从事理论研究。我撰写的《湘昆

往事》已于 2014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李幼昆口述李楚池的湘昆情结

湘昆的发掘，李楚池也功不可没。李楚池的儿子李幼昆说，父亲生于 1924 年，从小就跟村里“打八音”的坐唱班子艺人学

习二胡、唢呐、风琴和横笛等乐器，十分喜爱音乐。一个偶然的机会，临武、蓝山、嘉禾三县联立乡村师范学校总务主任谢文

熙来我们玉洞做客，发现父亲很有音乐天赋，遂向校长力荐他去当音乐教师，父亲初中毕业就在联立乡村师范学校当音乐老师。

遗憾呀，不到一年，因领导班子换届，谢文熙和我父亲都离开了联立乡村师范学校。1949 年 10 月，谢文熙又把父亲介绍到部队

参军，成了一名光荣的文艺兵。

1953 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嘉禾，被分配到省重点学校珠泉完小教音乐。一入校就参与到正在排演的花灯剧《梁山伯与

祝英台》，成为他与戏曲结缘的开端。1955 年，接受县副县长兼文教科长李沥青的安排，到“革新祁剧团”抢救湘昆。他们在

剧团肖剑昆、匡升平、彭升兰、李升豪、肖云峰等老艺人的帮助下，从收集记录、整理音乐、剧本开始，决定终生献身湘昆事

业，成为发掘整理湘昆的艺术专干。

父亲不但搜集记录传统剧目，而且也新编、创作有很多剧目。可以说，李沥青和父亲是发掘湘昆的功臣。为了延续他的湘

昆情节，还把自己的儿女都取了与湘昆有缘的名字，我哥哥叫儒昆、我叫幼昆，还专门把我送去学习湘昆表演和乐器演奏，继

承他的湘昆事业。

二、湘昆承续者的口述

湘昆的传承，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湘昆人的努力，在湖南省昆剧团成立之初，就涌现出一批承上启下的湘昆人。

1.雷子文口述传承湘昆

1957 年下半年我在嘉禾县二中读初中的时候，看到嘉禾昆曲训练班在招收昆曲学员。听李沥青老师讲，促成这次招生的原

因是 1956 年在湖南省戏曲观摩会演中，梅兰芳看了嘉禾县剧团演出的《武松杀嫂》《相约讨钗》等折子戏后，颇为兴奋，说“想

不到湖南还有昆曲”，建议湖南省文化厅尽快抢救昆曲。湖南省文化厅拨出了 3000 元钱，委托嘉禾县文化科举办昆曲训练班。

我觉得是梅兰芳的一句话救活了湖南昆曲，梅兰芳不仅赋予了湖南昆曲以“湘昆”之名，而且为抢救湘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我看到嘉禾昆曲训练班的招生简章后，就找李亚夫等同学凑到 3 角钱去交报名费，参加了招生考试。当年昆曲训练

班招收 20 人，学制为 20 个月，考官是嘉禾县文化馆的老师，主考为李昌顺（后来改名为李意）。我去考试的时候，考官说你

喊一声，我很随意地高喊“哎呀”，就考上了，1957 年 12 月 15 日正式入学。昆曲训练班由两位老师负责，一位是肖剑昆，教

授小生、花脸及打鼓；另一位是彭升兰，教授青衣。入学半年，两位老师带我们到嘉禾县“义公祠”练功，学了《西厢记》《佳

期拷红》《三战吕布》《藏舟刺梁》《议剑献剑》等剧目。我们班 20 位同学相互协助、练功都很刻苦。记得有的同学练到上厕

所都蹲不下，彭云发是同学们抬着下腰，唐湘音在翻跟斗的时候还把脚扭了……

提到嘉禾昆曲训练班，一定要提到一位关键人物，他是时任嘉禾县副县长兼文教科长的李沥青。他主管昆曲训练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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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许多湘昆折子戏，如《三闯负荆》等，也参与创作了许多湘昆牌子曲，为湘昆的发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61 年，湘昆演

员受田汉邀请去北京中国文联大楼演出《醉打山门》，并介绍北方昆剧团的白云生、侯永奎、侯玉山等给我们拜师，李少春、

袁世海、杜靖方等出席了拜师仪式。这次拜师，为湘昆演员技能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湖南省湘昆剧团 1978 年开始招收昆曲学员以来，我先后培养了四批昆曲演员，其中夏国军、郑建华、刘瑶轩等都是现今

湖南昆剧团的著名演员，而殷立人成了苏州昆剧院的著名演员。

2.唐湘音口述坚守湘昆

我生于嘉禾县城关镇，原名唐先英，1957 年更名为唐湘音。我从小就受到民间戏曲的熏陶，爷爷唐松伯是当地有名的祁剧

演员；父亲唐承忠平日跟随爷爷演祁剧，闲时在家经营缝纫店。我小时候经常看到村里演祁剧，并且还有祁剧演员住在家里。

我从祁剧演员那学了《花子骂相》等剧目，也迷上了演戏。1957 年冬天，我看到嘉禾昆曲训练班招生信息后参加了考试，但排

名不理想，加上父亲不同意，没有考上。又等了一年才得以如愿。当时是李楚池老师负责，李老师对我很好，亲手教授技能，

还和我同睡一张床。

1960 年 2 月 27 日正式成立郴州专区湘昆剧团。成员是在原嘉禾昆曲训练班的基础上，又从桂阳湘剧团以及郴州市文工团调

了部分人来。李楚池老师在剧团担任团部秘书、乐手和团长，湘昆的音乐基本上是李楚池老师从老艺人口中一一记录下来的。

从 1956 年到 1993 年，李老师排演了 80 多台大戏，230 多部折子戏，其中大部分音乐和剧本都是他记录、整理的。李沥青、余

懋盛等人也帮助整理过剧本。除了整理剧本、记录音乐以外，李老师也整理湘昆的历史，撰写湘昆志。还培养了肖寿康、李元

生、刘景荣等作曲学生。

肖剑昆是位奇才，从戏剧表演到乐器演奏，样样精通，也是湘昆的发掘人，是参与吐戏的大功臣。他主演的《十五贯》《激

情三挡》《八义记》等剧目，是其他剧团没有的。我演的《渔家乐》《连环计》《八义记》等是他亲手教授的；还有匡升平老

师，《武松杀嫂》是他的拿手戏。田汉先生说“湘昆表演中还有古典芭蕾的托举”，指的就是匡升平老师演的这部戏。我演的

《武松杀嫂》《义侠记》等是匡升平老师手把手教下来的。

剧团搬到郴州后，我除了担任演员，还分管业务，负责剧团演员练功、排戏和演戏，而剧团的生活则由肖寿康负责。1961

年 10 月，因田汉的弟弟田洪，时任湖南剧院的经理，在反右斗争中挨批斗。田洪的爱人陈义霞就把他接到剧团来。同年冬月，

田汉妈妈 60 大寿，陈义霞老师就与时任团长刘殿选一同前去拜寿，并向田汉汇报了湘昆的情况，田汉深感欣慰，说要请湘昆剧

团去演出。那是 1961 年 11 月 27日，我们一行 16 人的第一场演出就安排在北京昆剧院的排练场，演出了《醉打山门》《挡马》

《武松杀嫂》等五部戏。田汉看后，很高兴，接着就安排我们到中国文联大楼去演《出猎回猎》等剧目，演完后，田汉讲：“我

多年没有为湖南戏剧说话了，今天我要讲‘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尽管还不是太成熟”
④
。11月 28 日田汉就介绍我们拜师，

拜见北方昆剧院的侯玉山、马祥林、白云生、侯永奎等，拜师仪式在西单北大街曲园举行。戏剧界大师张庚、阿甲、李少春、

袁世海等名家参加了仪式。拜师结束后，我和雷子文、郭镜蓉、孙金云等留在北京学习。我跟随侯永奎老师学习《夜奔》，学

了大约三四个月，就回到了剧团。1962 年下半年，剧团全部上阵，到长沙红色剧院汇报演出，演了《连环计》《荆钗记》《牡

丹亭》《白兔记》四台大戏和《夜奔》《单刀会》《长子破阵》《秦挑》等折子戏，引起了很大反响，登上了湖南日报。时任

湖南省剧协主席、省文化厅副厅长铁可针对我主演的《单刀会》专门写了篇《贵在有特色》的评论文章。这次演出，让湖南戏

剧界刮目相看，湘昆也逐渐得到了省里的重视。其他地方的很多学员慕名而来，专门赶到剧团来和我们学戏。

1962 年，省里面搞国庆纪念晚会，又把我们调到省里，同京剧团等单位一同演出，我们开场演《夜奔》和结束演《张飞滚

滚》，深受观众好评。同年冬天，全国两省一市昆曲汇演在苏州举行，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地昆剧院一起演了三场，我

们剧团上演了《出猎回猎》《武松杀嫂》《醉打山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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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开始，我们从郴州演到耒阳、长沙、武昌、汉阳、九江等地，影响比较大，但演到南昌的时候，上面政策下来了，

传统戏就不准演，要演样板戏了。随即回到剧团，排演《师生之间》《红色娘子军》等现代戏。其中，《红色娘子军》是我们

排演的第一部现代戏，由于当时没有剧本，得知上海人到广州演出，我们派人去录音，回来就按录音来排演。同时，还要排练

话剧、京剧、芭蕾舞等，组织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演出，一演就是半年多。1963 年到湘潭、常德、益阳等地演了半年，

1964 年到长沙、武汉、九江等演了一年，1965 年又到广州、衡阳、桂林、南宁等演出，当时剧团的领导、老师都回剧团参加“文

革”，我就带团到广西去演出。在演《首战平型关》的时候，出了个事情，其中一个演员不化妆就上场表演，引起观众公愤。

第二天就把我批斗了，我随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部门作了汇报。上面立马派来工作组，我被打成保守派，调回郴州来

管文化教育卫生三个系统。从 1966 年到 1969 年是我挨批斗最多的时候，湘昆的表演也因此停止了一段时间。直到 1972 年，湖

南日报发表社论说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剧种都要移植样板戏。我和肖寿康每天拿着这条社论到政府办公室去念，要求恢复湘昆。

1972 年 9 月，市里同意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分出部分人员，从电业局派来吴增良、李业雄等任剧团主要领导，成立郴州

地区湘昆剧团。由于人员不够，我们就开始招生，当时招的有张富光、李兴国、朱爱花、董跃林等学员，实行“一帮一”教学，

学员练功都很努力，成长也很快。这一练就是 5年，到 1977 年剧团的演员基本上要退休了，我们感觉到湘昆后继乏人。就向省

文化厅写报告，省文化厅决定在全省范围设立 9 个分校，即常德、衡阳、郴州、岳阳、长沙、邵阳、张家界等设立湖南省艺术

学校湘昆科班。郴州文化局副局长秦怡指派我担任郴州地区湘昆科的负责人。开始分组宣传、招生，计划招收首批学员 20 人，

由于招生名额批下来比较晚，我们决定把开学时间推迟到 1978 年 3 月。这个班刚刚建立起来，架子很难搭建。没有老师，我把

妻子文菊林调到艺校来，又从地区京剧团请来武生王其新、旦角孙艺华，从山东省高级艺校京剧科请来李凤章等担任专业教师，

请陈宋生担任乐队教师和鼓手，请彭英涛来当文化科老师，就这样在原郴州歌曲剧院内组建了湘昆科。我负责教学，抓得很紧，

从早到晚，所有老师一起上场。早上练习基本功，上午说戏，下午除了上 2节文化科外就是练功。半年后，省文化厅来检查工

作，时任厅长金汉川询问我们说有什么困难，我说学生太少了。金厅长当即又批了 20 个名额给我们，与前面一批一起共有 40

个学员，规定 3 年学制，每人 15 出主演、主配本行的戏，男生后翻 10 个，女生前跷一串 30 个，男生璇子 30 个，各种套路把

子 30 套，才能算及格。这批学员很用功，还没有毕业就公演了，1980 年就到韶关、耒阳、长沙等地演了《孽海记》《武松与潘

金莲》等，湘昆的影响逐步扩大。一时间，上海、浙江、南京的昆剧团来到郴州与湘昆交流，对学员触动很大。1980 年，这批

学生被选拔到湖南剧院公演，当时演了《挡马》等剧目。后来，郴州电视台录制了这批学生演的《挡马》等 9 个节目，湖南画

报开设专栏报道湘昆。

1981 年，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师从雪木、余秋雨、刘如珍、叶吕倩、赵景琛等。在考入上海学习之前，我已经自

学了斯坦尼等人的戏曲表演理论。我觉得自己是教学的，不仅要传承老艺人的东西，也要学习新的东西。上海学习，一字不漏

地把老师所教的内容忠实记录下来，受益匪浅。但遗憾的是，回来之后没有用上，1983 年回郴州就任文化局文化科长。1985 年

我被任命为湖南昆剧团团长，兼郴州地区艺术学校校长和理论课教师。1993 年我辞掉剧团团长职务，一心投向艺校，致力于培

养学员，一直到 1997 年。学校最初有六十余人，其中雷玲获得梅花奖，唐珲获芙蓉奖等，还有一人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个在

莫斯科芭蕾艺术团工作……

3.余懋盛口述结缘湘昆

1934 年，我生在江西景徳镇，1957 年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自己想回家乡，就把在大学期间的相关成果，寄回江

西省文化厅。时任厅长石林河先生看了我的戏剧成果，特别是改编的剧本后，要求我回江西搞文化工作。正在这个时候，中山

大学成立戏剧研究室，我决定留在戏剧研究室师从董每戡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遗憾的是，不到 2 个月，反右斗争席卷而来、

大字报布满整个校园。在这场可怕的斗争中，导师董先生被错打成右派，我的研究生资格被取消。

1957 年 10 月，经董先生介绍，我来到湖南省教育厅报道，被分到郴州师范教书。1958 年，我创编了一个剧目《红薯丰收

舞》，在省里得了个奖，深受市里领导的好评。1959 年，市委宣传部就把我调到郴州歌舞团任文艺专干。1960 年时任湖南省昆

剧团团长刘殿选派我去省里观摩看戏。观摩结束后回到郴州，就把我借调到昆剧团，从事导演、编剧、编曲工作，开始与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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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

我刚到剧团就拜见了湘昆的发掘者李楚池老师。我一边向李老师学习，一边搜集、整理剧本，开展理论研究。我认为，湘

昆之所以能在郴州生根发芽，不仅与郴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有关，也与战争、通商和人口迁徙密切关联。湘昆的兴起，

与明末清初衡阳地域的藩镇割据联系紧密，由于受征战的影响，明末的昆曲子弟四处流落，他们从衡阳向西经永州常宁来到郴

州桂阳县莲塘、四里、和平一带，并在这里得到较好的发展。为了证实这一情况，我于 1960 年专门采访了原郴州群艺馆的谢新

武，谢新武是桂阳“昆曲申字科班”创始人谢金玉的孙子。谢新武透露，1798 年，在离桂阳城 30 余里的隔水村建有一座戏台，

上演了许多湘昆剧目。从光绪到民国年间，这里的湘昆戏班多达十余个，涌现了周流才、谢金玉、刘翠美等一批深受观众喜爱

的著名演员。1920 年左右，谢金玉拿出资金创办起“昆曲申字科班”，谢金玉成为该班的创始人和主教老师，同时也聘请张宏

开、肖文雄、彭升兰、匡升平等老师来这里从事教学演出活动。

文革结束后，我们又重新搜集整理传统剧本、改编创作新剧目，比较著名的有原创剧目《苏仙岭传奇》《雾失楼台》等；

根据史料改编的《白兔记》《连环记》《夜珠公主》《党人碑》等。这些剧本剧目都被收在《中国昆曲剧目集成·湖南昆剧卷》

中。我整理改编的湘昆传统大戏《连环计》《渔家乐》《雾失楼台》《党人碑》等入选《五十年中国昆剧演出剧本选》《中国

昆曲经典剧目曲谱大成》《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昆曲大典》等；2001 年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长期潜心昆曲艺术

事业成就显著授予表彰”奖牌与奖金。

4.余懋盛口述郭镜蓉演绎湘昆

郭镜蓉是郴州苏仙区廖家湾人，1959 年进入湘昆剧团，师承匡升平，曾到北京拜白云生为师，学习《挡马》《醉打山门》

《出猎速猎》《连环记》《牡丹亭》等文戏、武戏，以及《红色娘子军》等现代戏。

郭镜蓉 1961 年赴京汇报演出，1962 年赴苏州参加南昆汇演，她主演的《出猎速猎》与《醉打山门》深得戏剧界的一致好评。

1964 年，省委领导陶铸来检查，想看湘昆，当时演了《雄花》《红色娘子军》后，陶铸说还想看传统戏《秦桃》，这个戏的小

生由郭镜蓉演，获得好评。随即决定湘昆剧团参加次年的中南会演，由李沥青、余懋盛、蔡培羽三人合作的《腾龙江上》与花

鼓戏同台演出，非常成功。

余懋盛回忆，郭镜蓉先后得到南北昆剧名家徐凌云、白云生、周传瑛、郑传鉴、沈传芷、傅雪漪等亲授和指点，博采众家

之长，成功塑造了许多舞台人物形象，如《白兔记》的咬脐郎，《牡丹亭》中的柳梦梅，《连环记》的吕布，《玉簪记》的潘

必正，《王昭君》的温敦，《宝莲灯》的沉香，《墙头马上》的裴少俊，《夜珠公主》的杨文鹿，《琼花》的琼花，《女飞行

员》的林雪征，《腾龙江上》的小丹等，曾荣获“湖南省优秀中年演员”称号；培养了余映、王静、张小明、黄巍、王福文等

湘昆演员。

此外，湖南省湘昆剧团建团初期培养的第一批表演艺术家们还有宋信忠、文菊林和孙金云等，都是湘昆艺术的重要承续者。

三、湘昆传承者的口述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人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如民间文艺家冯骥才所言：“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

杰出的民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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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湘昆传承人传承的不仅是智慧、技艺和审美，更

重要的是一代代人的生命情感，及湘昆古老而未泯的灵魂。

1.梅花奖得主傅艺萍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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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湖南郴州，从小深受父辈影响和戏曲艺术的熏陶。1978 年在郴州市一中念高中时考入湖南省艺校郴州分校湘昆班。

我们班总共招收了 40 名学员。唐湘音老师是班主任，科任教师有文菊玲、孙春香、王齐新、李凤章等，另有几位文化课和乐队

教师。其中，文菊玲生于 1945 年，是昆曲著名的青衣演员，也是我的导师；孙春香生于 1947 年，是学校专门从京剧团请来的

老师，著名武旦演员……

通过三年的学习，我系统掌握了表演艺术基本原理和技能，出演了《痴梦》等作品。1981 年毕业即在湘昆剧团工作至今。

1984 年，我主演《痴梦》参加湖南省首届青年演员大赛，荣获湖南省优秀青年演员称号；此后，我荣获过许多奖项和荣誉，如

荣获全国昆剧青年演员交流大会兰花优秀表演奖；荣获 1995—1996 年度湖南芙蓉戏剧表演奖；荣获田汉表演奖；2001 被中国文

联、中国戏剧家协会授予中国戏剧梅花奖；2002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促进昆曲艺术奖。

2.湘昆推动者罗艳的口述

我于 1978 年 2 月考入湖南省艺校湘昆科。1996 年获得湖南省第二届戏曲电视大赛金奖、湖南戏剧芙蓉奖等。2002 年考入

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2008 年 5 月到郴州市群众艺术馆当馆长。2010 年 3 月任湖南省昆剧团书记、团长。近五年来，剧团挖

掘整理了《玉簪记·琴桃》《秋红说亲》《长生殿·惊变》《红梨记·亭会》《千里送京娘》《货郎妲女婵》，花脸戏《醉打

山门》《闹庄救青》《火判》《闹朝朴犬》等折子戏。

我师承孙毅华、文菊林，曾得到张洵澎、马祥麟、方传芸、张娴、郝鸣超、蔡瑶铣、王奉梅等昆剧表演艺术家的亲授。曾

主演《宏碧缘》《杨八姐闯幽州》《十一郎》《双驸马》《佘赛花》《青蛇传》《一天太守》《苏仙岭传奇》《情系郴山》《雾

失楼台》《义侠记》等大戏，得到有关专家的肯定，主演的折子戏有《挡马》《八仙飘海》《赠剑》《点将》《游园》《惊梦》

《寻梦》《昭君出塞》《琴挑》《藏舟》《常青指路》《武松杀嫂》《水斗》《亁元山》《借扇》《思凡》《亭会》《斩娥》

《相梁刺梁》《挑帘裁衣》等。另在《湘南暴动》《被拷问的灵魂》《欢乐使者》《桑植起义》等电视剧中担任主要角色；1994

年夏，在全国首届昆剧青年演员交流演出中，获首届全国昆剧青年演员交流演出“兰花优秀表演奖”；同年，在剧团排演的新

编历史剧《雾失楼台》一剧中扮演碧桃一角，获湖南新剧目汇演“优秀表演奖”。1996 年参加湖南省第二届全省青年戏曲演员

电视大奖赛，获青年戏曲演员电视大奖赛金奖；并荣获 1995—1996 年度湖南芙蓉戏剧表演奖，名列榜首。1997 年、2002 年两

次被邀请参加文化部春节文艺晚会的演出录制，饰演《牡丹亭·游园》的杜丽娘，《长生殿·小宴》的杨贵妃。

2002 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第三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深造，攻读戏剧戏曲学。研究生三年学习中，向京昆导师

张洵澎、蔡瑶铣、艾美君、蔡英莲学习了昆剧《断桥》《辩冤》《絮阁》，京剧《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坐宫》《状元媒》

等传统剧目；向文菊林、唐湘音两位导师学习了具有湘昆特色的传统剧目。并向戏曲声乐教授唐银成全面深入地学习科学发声

方法与戏曲演唱的有机结合。2014 年在上海逸夫舞台举办个人专场中饰演张三姑、田氏、王昭君，获第 25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

演艺术奖主角提名奖。2015 年 3 月，主演的天香版《牡丹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11 月在长沙湖南大剧院与湖南交响乐团合作，

成功举办个人大型戏曲经典唱段演唱会。

此外，湖南省湘昆剧团的演职人员，丁丽贤（乐师）、史飞飞（武旦）、曹文强（丑行）、刘瑶轩（净行）、刘荻（丑行）、

卢虹凯（老生）、凡佳伟（净行）、蒋锋（笛师）、李力（鼓师）、刘婕（旦行）、王福文(净行)、王艳红（贴旦）、王荔梅

（老旦）、曹惊霞（刀马旦）、邓娅晖（闺门旦）、唐珲（生行）、唐邵华（净行）、王翔（丑行）、左娟（旦行）、刘嘉（净

行）、胡艳婷（旦行）、唐军红（净行）等都是以实际行动传承湘昆的代表。

四、结语

湘昆是我国杰出的文化样式，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它的传承发展要遵循自身的艺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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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昆曲的发展，傅艺萍说，现在昆曲的传习得到了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文化部门的重视，也拨出了专门的经费用于传承人

的培养，我们剧团每十年要招收一批学员，平常也开设昆曲兴趣班，为培养后辈传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傅艺萍看来，湘昆

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缺少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全国每两年才有一次短暂的“昆曲汇演”，尽管政府为我们与其他昆剧团交流

提供了方便，但机会太少。我们昆曲应当同其他戏曲剧种多交流，以吸收他们的长处来提升自身。再一个，现在的年轻一代很

少有人观看昆曲了，摆在面前的重要课题就是要加大宣传、扩大观众群体。否则，老一代昆曲观众流失后，昆曲的消费市场将

会大打折扣。

唐湘音认为，现在湘昆走的是创新发展的路，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模仿上昆、北昆，去演《罗密欧与朱丽叶》这

样的剧目，丢掉了湘昆的传统和特色。现在剧团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作用，真正的好戏已经不多了，很少有演出，即便有演出也

没有观众。他回忆，1980 年至 1990 年间，他亲自抓排的三台课本戏《花中举》《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小戏，进

校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这样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开展了“昆曲进校园”活动，取得了

些许成效，但这样的活动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没有达到真正的传承目的。

而湘昆剧团知名乐师李元生
⑤
认为，湘昆的传承要靠大家一起努力，关键做好三项工作。第一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湘昆的历史；

第二是要挖掘湘昆的特色，比如动作、音乐、剧目等，他说湘昆原来的伴奏乐器怀鼓，是比较能体现湘昆特色的，遗憾的是现

在几乎不用了；第三是与其他剧种加强交流。在当今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他不反对学习其他剧种的表演技术，但现在最担心

的是湘昆自身的特色保存得太少，在服装、道具、动作等方面的特色也不突出了，希望能在尊重湘昆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把外来的东西化为湘昆的特色。

承上所述，湘昆作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颗明珠，其发展虽历经坎坷，但今日依然能屹立于民族艺术之林，其存在的价

值和自身魅力是毋庸讳言的。但在当今现代化社会，它与形形色色的流行艺术、时尚的快餐文化相比，其生存必然受到一定的

影响。由于从业人员、表演场域、传播途径和受众群体等的限制，传承和了解这门艺术的人越来越少，未来发展令人堪忧。因

此，做好以下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政府主管部门虽已将湘昆传承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剧团设备、演出场所、服装道具等的添置都未能得到足够的资金

扶持。希望政府文化部门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用于添置设备、搭建训练和演出场所，用于宣传教育，用于举办湘昆艺术展演、

设置湘昆艺术宣传栏、开设湘昆兴趣班等，为湘昆传承提供有利的条件和创设积极的环境，以提高湘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二）传承人培养是湘昆传承的核心和关键。一方面通过举办训练班、兴趣班、知识讲座、文艺演出等，吸收有兴趣的人

员加入，培养后备传承人；另一方面要保护好健在的老艺人，调动和鼓励他们传承的信心，并积极为他们的传承创设有利的条

件。同时，还应注重创作、编剧编导和灯光舞美人员的引进和培养。

（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施创新。在当前现代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湘昆的传承发展，一方面要加大挖掘传统的力度，

另一方面要在继承传统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创新。首先，进一步挖掘整理湘昆传统经典剧目，保留其固有的文化精髓；其次，结

合时代特征和人民的审美诉求，赋予湘昆以新的形式。创作出更多既有湘昆特色，又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作品。

诚如保尔·汤普逊所说：“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

构建自己的未来。”
［4］

六十多年来，聪慧执着的湘昆人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湘昆文化，让我们在见证了他们个人精彩的湘昆人生。

昆曲的传承需要多方的努力，诚愿社会各界与我们一道共同推进。

注释：

① 李沥青，男，1921 年 10 月生，湖南省嘉禾县人。时任嘉和县副县长兼文化科长，现为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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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② 李楚池，1924 年生，湖南省嘉禾县田心乡玉洞村人。

③ 依据 2016 年 11 月 27 日采访李沥青资料辑录。

④ 依据 2016 年 10 月 3 日采访唐湘音资料辑录。

⑤ 李元生，1945 年 11月生，湖南永兴新田县三井乡油草塘村人。湖南省昆剧团乐师、音乐创作员、理论研究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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