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口述史视野中的湘剧研究

杨和平 吴远华
*1

【摘 要】：湘剧是湖南境内历史悠久的大剧种，是底蕴深厚的一大文化价值体系。文章取口述史的研究视角，

从口述湘剧典型人物、历史事件出发，将口述史料与史籍记载和相关研究进行印证分析，并以个案例证，探讨湘剧

的历史渊源、分支流布、传剧传谱和发展路向等问题，力图反映湘剧背后的发展细节，为廓清湘剧的历史面貌提供

资料基础。

【关键词】：湘剧；口述史；现状；传承

戏曲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体现着人民的精神风貌；戏曲以唱念做打的程式、生旦净丑

的角色，反映出人民的审美诉求。“近百年来，戏曲遭遇了两个伤害、一个挤压、一个变迁，即受民族虚无主义和政治实用主

义的伤害，文化消费主义的挤压，时代和审美主体的变迁”
［1］

。我国戏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有的荒腔走板，有的已经消

亡或正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作为中华戏曲的组成部分，湘剧成了亟待抢救和保护的剧种，与之相关的研究是一个颇具价值的

课题。从 1992 年《湘剧志》出版至今，已涌现出《湘剧史话》《湘剧剧目探微》《湘剧名伶录》等著作和散见于各大报刊杂志

的系列论文，为我们深入研究湘剧提供了重要参考，而口述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所谓口述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

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
［2］

，旨在“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

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3］

。文章取口述史的研究视角，基于对湘剧亲历者

口述史料的记录整理，从湘剧口述典型人物、历史事件出发，将口述史料与史籍记载和相关研究进行印证分析，并以个案例证，

探讨湘剧的历史渊源、分支流派、传承现状诸问题，力图反映更为详细的历史细节，为深入推进湘剧史研究提供资料基础。

一、湘剧的历史渊源

范正明指出，湘剧“应当是对湖南戏（包括源起并流行于湖南省内的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常德汉戏、荆河戏、巴陵

戏等）的统称或泛指。但实际上经过约定俗成，湘剧已成为起源于长沙、湘潭地区，融合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四种声腔，

被旧时老百姓称之为‘大戏’‘汉戏’的专指”
［4］

。这一界定表明了湘剧的内涵与外延。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谢忠义
①
说：

“湘剧这个概念，从字面来理解，应当是湖南境内所有戏曲的概称，这个理解没错，因为湖南简称‘湘’嘛。但现在专门指一

个特定剧种。换句话说，湘剧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作为狭义的湘剧，主要指弋阳腔传入湖南后，结合本地的杂曲、小调，

又吸收昆腔、皮黄等戏曲声腔的特色，逐渐形成的一个兼具高腔、昆腔、低腔和弹腔特征的戏曲剧种。”
②
湘剧一词最早见于 1920

年在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西兴散文序，曰“闻之顾曲家，湘剧全盛于清同光间”
［5］

。约 20 世纪 30 年代，湘剧才被

作为一个剧种的特指称谓得到广泛认同。尽管如此，但和我国其他多数地方戏曲一样，湘剧的渊源要较之久远得多。

湘剧是如何形成的？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指出：“艺术的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
［6］

，湘剧是在湖

南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其他戏曲剧种的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衡量一个剧种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声腔和剧本，湘剧是由高

腔、昆腔、弹腔和低腔兼具的多声腔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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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腔是湘剧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声腔。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湘剧高腔源自江西弋阳腔，一方面，得益于明代初年“扯江

西、填湖南”的开疆政策；另一方面，江西商帮的“对外贸易”也为弋阳腔传入湖南做出了重要贡献。弋阳腔进入湖南后，很

快吸收长沙、湘潭当地的民间音乐，并与当地的语言、民俗相结合，成为湘剧早期的声腔，其代表剧目为《目连传》。

低腔，也称低牌子、低词。其渊源可上溯到元代的杂剧和南北曲。元代夏庭芝的《青楼集》（1356 年）中记载有不少来湖

南献艺的杂剧演员，如“张玉梅……七八岁已得名湖湘间”，“金兽头，湖广名妓也……流落湘、湖间”，“般般丑……驰名

江、湘间”，“帘前秀……武昌、湖南等处，多敬爱之”
［7］

等。其剧目和声腔也自然留存下来。此外，明代礼部尚书李东阳的

《燕长沙府席上作》中记载：“西阳影坠仍浮水，南曲声低屡变腔”
［8］

。这是南曲在长沙府演出的确切记载，而且句中“屡变

腔”说明他多次看过。可以说，湘剧低腔是南曲的地方化遗存。

昆腔，源于昆山腔。昆山腔传入湖南的具体时间也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昆曲传入长沙时间稍晚。据‘长沙老郎庙班牌’，

清康熙三年（1664 年）和六年，既唱高腔也唱昆曲的长沙福秀班和老仁和班先后成立”
［9］

。说明康熙以前，昆曲已经传入湖南。

实际上，湖南的很多地方戏种都有昆曲。清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就有他在衡阳看昆曲的记载，说“亦舟以优觞款予，剧演

玉连环。楚人强作吴歌，丑拙至不可忍。如唱红为横，公为庚，东为登，通为疼之类。又皆作北音收入开口鼻音中，非使余久

滞衡阳。几乎不辨一字”
［10］

。据此推之，清康熙之前，昆曲已经传入湖南，并被一些地方戏曲吸收。

湘剧的另一大声腔———弹腔，也称乱弹，民间俗称“南北路”，属皮黄系统，其中南路为二黄，源自徽调；北路为西皮，

源自西秦腔。乱弹始于清代，于“清乾隆时期，花部兴起之后，经由武汉、岳阳传入湖南”
［11］

。弹腔传入湖南的具体时间，据

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乾隆十七年（1752 年）旅居衡阳时记述云“:秦优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散而哀。”
［12］

说明乱弹

在乾隆之前已经传入湖南。

以上四种声腔与当地的语言表达、风俗习惯、民间音乐等相结合，形成了以长沙府地为活动中心，以“长沙官话”为舞台

音韵，具有完整体系和独特风格的剧种，也称“长沙湘剧”。

二、湘剧的分支流派

湘剧“主要分布在长沙、株洲、湘潭、益阳等城市以及湘、资两水流域之湘中、湘东地域和江西西部地区”
［13］

。今存长沙

湘剧、衡阳湘剧、桂阳湘剧等便是其中的代表。“现在，人们已约定俗成地把流行在衡阳地域的湘剧称为‘衡阳湘剧’，把流

传在桂阳境内的湘剧称为‘桂阳湘剧’，长沙方面的一支则可称‘湘剧’或‘长沙湘剧’”
③
。其中，衡阳湘剧指“自明初至嘉

靖年间，由引进的昆腔和弋阳腔，融合了本地民间音乐，吸取了群众语言和生活习惯，发展成昆腔、高腔、弹腔及杂曲小调的

多种声腔剧种。它以昆腔为主，高腔、弹腔及杂曲小调多声腔并重，具有‘昆曲艺术本土化、文戏与武戏并重的谭派表演艺术、

多声腔共存的一戏三唱’等独特的戏曲艺术”
③
。并强调“一戏三唱”，即一出戏中三种声腔并用，这在其他戏种中实属罕见。

湘剧流播到衡阳，其一，得益于衡阳的独特区位。衡阳是湘北、湘东毗邻各省入西或南下的交通要道，故而得南北东西文

化交流、物质集散的风气之先。在衡阳经商的江西商帮邀约江西戏班来演戏，戏班从吉安、永新、界化垅进驻衡阳，对促进衡

阳湘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采访到的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唐秋明
④
原籍就是江西丰城，他是随商帮请父辈演戏迁徙

来到湖南的。明人徐渭《南词叙录》载“:合唱家称弋阳腔，出自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而乾隆年间《衡州府志·食

货卷四》中“无江西人不成口岸”的记载也恰好说明这一事实。其二，得益于与其他剧种的交流。衡阳地方戏曲历史悠久、种

类丰富。衡阳湘剧的形成，除了“外籍”声腔传入外，与长沙湘剧、衡阳花鼓戏、祁剧等的交流都有紧密的联系。《湖南地方

剧种志从书·湘剧卷》记载：“清光绪初期的湘剧名艺人黄福泰、黄长美来衡阳湘剧戏班搭班，给衡阳湘剧艺人传授了很多湘

剧弹腔剧目，而且在表演艺术方面口传身授，当时的衡阳湘剧艺人尊称他们为‘省派先生’。”
［5］

这里说的湘剧显然是长沙湘

剧。通过我们的调查访谈获悉，长沙湘剧艺人李全荣、李顺生、陈丙生以及谭韶玖等把剧目、表演技艺传给了衡阳湘剧，培养

了一批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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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县湘剧保护与传承中心谢忠义回忆说，“衡阳的湘剧、祁剧、花鼓戏经常搭班一起演出，相互切磋技艺，相互学习剧

目。比如现在衡阳湘剧的剧目《目连传》就是祁剧的传统剧目，祁剧中的《混元盒》则是衡阳湘剧的传统剧目，也经常看到花

鼓戏演员表演衡阳湘剧”
②
。与“民国初年时，衡州花鼓班戏荣华班主屈毛就请来湘剧艺人文祥教戏。”

［14］
可相互印证。

关于桂阳湘剧的由来，谢忠义说：“原来桂阳没有湘剧，只有祁剧。1950 年，从衡阳、耒阳、永兴、资兴来了一批演员，

在桂阳扎根演湘剧，成为桂阳湘剧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据我所知，当年从耒阳来的演员有曾衍翠、曾衍芹、曾

仕奎、刘才生、李凤白等，乐师有曾强有、曾强华，灯光师罗祈连；永兴来的有邝发田、邝结缘、邝上田等。”
②
对桂阳湘剧的

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

三、湘剧的传剧传谱

自明代形成的高腔算起，湘剧在六百多年的历史积累中，形成了丰富的剧目和曲牌，并历经衍变和消长。我们以在桂阳县

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和衡阳湘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调查掌握的材料为据，作如下叙述。

1.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传剧与传谱

2016 年 11月 28 日，我们在桂阳县文化局王文金局长、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谢能娇团长的支持下，深入到桂阳县湘剧

保护传承中心采访调查。

（1）该中心存留有 1956 年整理的“剧团剧目一览表”，经过统计，该一览表收录有《琵琶记》《探五阳》《聚子会》《二

度梅》《黄金印》《四进士》《九莲灯》《出师表》《北天门》《凤仪亭》《醉打山门》《五台会兄》等 478 个传统剧目。

（2）该中心先后整理表演的剧目有《蝴蝶杯》《奇遇》《铁弓缘》《唐知县审诰命》《狸猫换太子》《二女争夫》《血手

印》《置田庄》《女斩子》《十五贯》《皮秀英回告》《春秋配》《状元打更》《借女冲喜》《烂柯山》《大闹淮安》《九阳

宫上寿》《三打平贵》《五子图》等大戏以及近七十部折子戏。

（3）该中心现存月儿高、八阳、掉角儿序、雨衣第三叠、后庭花、锦缠道、刮鼓令、脱布衫、小凉州、锦后拍、脱布衫带

叨叨令、凉州新郎、煞尾、罗鼓令、山坡羊、罗江怨、二郎神、步步娇、哭天皇、梅花酒、集贤宾、呜夜啼、访春、啄木儿、

玉交枝、二凡二郎神、醉花阴、莺集御林啭、刮地风、黄莺花下啼、古轮台、小桃红、豆叶黄、七兄弟、太和佛、山桃红、斗

鹌鹑、锦中拍、渔灯儿、锁南枝、好事近、懒画眉、骂玉郎、念奴娇序、园林好、渔家傲、朝元令、挂玉钩、嘉庆子、沉醉东

风、驻马听、锦堂月、武陵花、荷叶铺水面、越恁好等六十余支湘剧昆腔曲牌；有驻云飞、皂角儿、尾犯序、一江风、傍妆台、

四朝元、华秋儿、江头金桂、醉翁子、三春锦、红衲袄、香罗带、解三醒、孝顺歌、一枝花、雁儿落、油葫芦、混江龙、香柳

娘等六十多支湘剧高腔曲牌。

2.衡阳湘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传剧与传谱

2016 年 11月 30 日，我们在衡阳湘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阳小兵的支持下，对衡阳湘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湘剧传剧与

传谱情况作了调查。

（1）在该公司调查掌握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衡阳湘剧上演的传统剧目有 233 个，新编剧目为 85 个；但是现在能

演的 34 个剧目中有传统剧目 30 个，新编剧目 4个，代表剧目是《李三娘》《王佐断臂》《龙舟会》《思凡》《佳期拷红》《醉

打山门》《断桥相会》《花子拾金》《邓九公归周》《水漫金山》《林冲夜奔》《生死牌》《女斩子》《徐策跑城》《追鱼记》

《双附马》《白蛇传》《妲妃乱宫》《赵氏孤儿》《打鼓骂曹》《佘赛花》《黄飞虎返五关》《野猪林》《逼上梁山》《血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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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纱》《胭脂》《三岔口》《拦马》《牧童放牛》《拔火棍》《孟丽君》《恩仇记》《程咬金用计》《大闹淮安》《柜中缘》

《白蛇后传》《薛平贵与王宝钏》《牛皋招亲》《马鞍情》《天子跪臣》《大破天门阵》《封王上寿》《天安会》《封神榜》

《打金枝》《花田错》《罗成招亲》《金花降妖》《战金山》《宋江杀惜》《双下山》《秋江》《穆桂英打围》《描容上路》

《活捉王魁》《将相和》《贵妃醉酒》《火判》《文王吐子》《劈山救母》等。

（2）该公司整理的剧本有 318 本，其中有《李三娘》《书馆相逢》《八戒闹庄》《活捉王魁》《目连救母》等高腔 31 本；

有《刺梁》《别母乱箭》《打碑杀庙》《断桥》《林冲夜奔》等昆腔 25本；有《定军山》《三姐下凡》《三战吕布》《薛刚反

唐》等弹腔 245 本。

（3）该公司整理传统剧目《思凡》《昭君和番》《佳期拷红》《水漫金山》《别母乱箭》《刺梁》《进城探亲》等 16 本

昆腔曲谱；有《牛皋招亲》《置田庄》《李三娘》《八戒闹庄》等 8 本高腔曲谱；有《恩仇记》《下河东》《定军山》《生死

牌》《马鞍情》等 32 本弹腔曲谱。另有现代戏高腔曲谱《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曲谱 2本。

四、湘剧传承人口述个案

传承人是指直接参与文化遗产传承、使文化遗产能够沿袭的个人或群体（团体）。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

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技艺，他们既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执棒者’和代表人物”
［15］

。我

们以衡阳湘剧为个案，分别对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和衡阳湘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传承人展开了口述记录整理和研究。

1.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传承人口述

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始于 1951 年成立的桂阳县湘剧团，2012 年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后更名。建团之初，演出的昆曲《藏

舟刺梁》《打碑杀庙》《侠代刺梁》成为全省优秀获奖剧目，戏曲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给予高度评价。1964 年创作演出现代湘

剧《欧阳海》参加省戏剧调演获一类剧目奖，《解放军报》《新湖南报》发表剧评盛赞演出成功。1986 年创作大型湘剧昆腔古

装故事剧《一天太守》晋京演出，后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改名《疯秀才断案》搬上银幕发行国内外。2008 年，桂阳县“湘剧”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 年为打造非遗精品剧目，改编重排湘剧《一天太守》，该剧被湖南省委宣传部评

为湖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戏剧类“五个一工程”奖，2010 年获湖南省县级剧团优秀剧目展演金奖，同年 11 月晋京参加首届

全国戏剧文化奖优秀剧目调演，获优秀剧目、优秀演出、集体伴奏、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多项大奖。2014 年开始创作、

排练大型湘剧《赵子龙计取桂阳》，2015 年《赵子龙计取桂阳》参加第五届湖南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荣获田汉新创剧目奖、

田汉导演（编导奖）、田汉舞美奖、田汉表演奖等六项大奖。2016 年 9 月被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选送为“湘戏晋京”

展演剧目之一。

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现有演员谢能姣、曹腾飞、肖风波、邓余利、罗建华、胡建雄、李谋香、廖春英、雷海兵、杨靖、

谢曲海、彭满春、张萍、龚晓燕、廖春姣、刘军等 16 人；乐师唐秋明、曾静、谢阿玲、黄柏元、廖华伟、雷慧兰、王超、黄艳

华、邱祖勇等 10 人；舞美廖政委、王硕平、欧阳丽、李四高、邓志毅、王勇俊、何旭东、魏虹剑、廖洪波、雷玺等 10 人。

（1）谢忠义的口述

我于 1947 年生在广东惠阳，现住桂阳县。母亲罗满凤出生于戏曲世家。1954 年随母亲从衡阳湘剧团来到桂阳。1956 年开

始拜曾衍翠、陈兼炎为师学老生，拜蔡发连和陈金连为师学武功，学习了《定军山》《秦穷》《挡马》《打渔杀家》《坐楼杀

媳》《打鼓骂曹》《薛平贵与王宝钏》《大战白园》等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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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6 年加入桂阳县湘剧团以来，我先后主演古装戏《定军山》《野猪林》《双合印》等。1960 年赴省汇演《六郎斩子》

饰演八贤王，获全省优秀青年演员奖。1986 年参加郴州地区第二届五岭戏剧节汇演，在《一天太守》剧中饰演主角高北斗，获

表演一等奖。1982 年参加全省现代戏调演，在剧目《还帐》中扮大哥，获演员奖，并被省电台来剧团录音在全国播放。1989 年

参加郴州地区第三届五岭艺术节汇演，在现代小戏《桂花鸡》中扮技术员，获最佳演员奖。1987 年赴北京参加由中央新闻电影

制片厂拍摄电影《疯秀才断案》，在剧中扮演书吏。先后于 2008 年、2012 被评为衡阳湘剧湖南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

（2）唐秋明的口述

我的祖籍是江西丰成，现住桂阳湘剧团。我父亲唐筱泉是戏曲票友，也是桂阳“南国社”主要演员，主演京剧花脸；母亲

蒋玲梅，衡阳人，是祁剧演员。1972 年 12 月随父母来到桂阳，住在湘剧团隔壁。剧团音乐对我影响很大，加之本身也受到父母

的影响，从小就尝试演小折子戏。1976 年 7 月高中毕业后下放到桂阳茶场，1978 年参加全省嘉禾民歌调演。1979 年 5 月破格招

为县文化馆文化辅导员，同年 7 月参加郴州地区代表队，在《接亲亭》和《智撤传单》中饰演主角，9月参加了湖南省群众文艺

活动调演，获演出三等奖。1981 年元月调入桂阳县湘剧团搞乐队，师承刘松和、谭东波、邝发田等。三十多年来担任主奏、作

曲《清风亭》等十余出大戏，参加郴州市第二、三、四届艺术节汇演，用昆、高、弹三种声腔作曲。我喜欢小品小戏和群众音

乐创作，在《当代歌手喜爱的歌》等杂志发表歌曲三十余首，2003 年获文化工作突出贡献奖；2006 年与人合作的歌曲《走阳山》

获郴州市 2006 至 2007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三届）优秀作品奖；2008 年、2009 年作曲的《永远的丰碑》和《多

谢春天》，先后获作曲一等奖和金奖。

曾为桂阳湘剧团演出的古装大戏《清风亭》《二女争夫》《五子图》《割肝救母》《官府藏姣》《闯幽州》《春草闯堂》

《三女拜寿》等谱曲。谱曲的湘剧昆腔《壶底乾坤》，1999 年参加郴州市第四届艺术节获作曲二等奖；湘剧昆腔《挂职村官》，

参加郴州市第四届艺术节获作曲银奖；湘剧高腔《接妻》，1999 年参加郴州市第二届艺术节获作曲二等奖；湘剧弹腔《抉择》，

2002 年参加郴州市第三届艺术节获作曲奖；2008 年起参与新版《一天太守》的音乐创作、排练演出活动，并获作曲金奖。2009

年主创的宣传“桂阳湘剧”演唱作品《湘兰别韵》，成为桂阳湘剧保护传承中心的保留节目。

我为剧团创作、上演各类剧（节）目作品一百八十余件；已整理湘剧《珍珠塔》《血手印》《三请梨花》《打碑杀庙》等

五十余出；培养了黄艳华、王超、雷慧兰等多名乐队骨干；潜心传承教学和湘剧声腔音乐研究，发表论文多篇；为剧种成功申

报省、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做了大量工作。

2.衡阳湘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传承人口述

衡阳湘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其前身为 1951 年成立的衡阳统一湘剧团，于 2012 年转体改制为衡阳湘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现有演员龙丽萍、黎桂香、燕慧、刘红卫、旷丽秀、何思思、江青青、罗佳玲、刘娜、江野萍、刘玲、陆林林、肖莉、谢丰艳、

刘向荣、许俊、龙承章、刘赛虎、谭运祥、唐雄、董斌、李坤、唐仕发、刘斌、祝清、肖钦文、谭庆亚、唐梦君、谭颉、张奕、

夏传进 31 人；乐师刘孟雄、刘建波、陈梦媛、刘亚伟、叶翔、杨霞慧、董奇、王利民、许静、肖余锋、徐涛、蒋鹏 12 人；舞

美王一贵、李翠娥、祝斌、袁强、汤妮、曾辉云、颜赛、冯翔 8 人，还有行政人员 7 人。

（1）夏传进的口述

我于 1969 年出生在衡阳市。1975 年在衡阳市永红小学就读时就加入学校乐队，开始学习竹笛、小号、中号等；中学在衡阳

第十中学随万川老师学习音乐。在念中学时，班上来了几位老师说选演员，我被选中到衡阳市文化宫面试，顺利进入衡阳市文

艺学校湘剧班学习，开始系统接受湘剧表演艺术和文化学习，拜湘剧表演艺术大师谭保成为师，学习湘剧昆曲《醉打山门》；

拜邓塑源老师学习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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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8 月毕业后正式录取到衡阳市湘剧团担任演员。1987 年参加衡阳市青年演员业务考核荣获表演一等奖；1988 年获全

市专业剧团优秀青年演员“飞雁奖”；1993 年参加湖南省青年戏曲演员电视大奖赛演出《醉打山门》饰鲁智深，荣获最佳演员

奖，被评为全省“十佳青年戏曲演员”称号；1995 年参加衡阳市春节“衡房杯”戏剧小品大赛，荣获表演奖；1996 年衡阳市 96

新剧目巡回观摩评比《马鞍情》中荣获优秀表演奖；2012 年在“中华颂·天鹅湖杯”第四届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中作品《班

长的婚礼》荣获小品一等奖；2006 年至 2010 年，我与同事们收集整理衡阳湘剧剧本 210 个，曲谱二百七十余个，出版了《衡阳

湘剧音乐集成》《衡阳湘剧剧本大全》《衡阳湘剧脸谱大全》等书籍，及录像光盘 19 个。

2008 年被命名为国家非遗项目湘剧代表性传承人以来，我手把手为学生们传授技艺，毫不保留。指导剧目《醉打山门》《拨

火棍》《芦花荡》《五台会兄》《置田庄》《双驸马》《黄飞虎反五关》《柜中缘》等几十出湘剧传统戏。2010 年 9 月，衡阳

市专业剧团青年演员折子戏戏曲比赛中湘剧参赛 17 人表演 14 个剧目，全部由刚从学校毕业回团的学员参加。2010 年荣获湖南

省艺术类院校毕业生实践成果优秀指导奖、衡阳市专业剧团青年演员折子戏大赛优秀“育花奖”；2013 年学生祝清参加湖南省

中青年戏曲演员折子戏大奖赛指导参赛剧目《醉打山门》获铜奖。

在三十多年的湘剧艺术舞台中，我主演了三十余出大型剧目，在《薛刚反唐》中饰薛刚，《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中饰焦赞、

孟良、木瓜，《双驸马》中饰薛葵，《薛平贵与王宝钏》中饰魏虎等。在湘剧折子戏《醉打山门》饰鲁智深，《芦花荡》饰张

飞，《拨火棍》饰孟良，《柜中缘》饰淘气等。我主演、主配的角色有一百多个，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我随剧团

下乡演出四千多场，深受专家同行和广大观众的喜爱，为剧团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能

为社会多做一份贡献深感欣慰。

（2）谭东波的口述

1961 年我考入衡阳市文艺学校，师从李育全学习湘剧传统声腔音乐。1967 年师从张华湘学习音乐理论、二胡。1969 年试行

对样板戏进行创作、作曲、配器。1977 年向谭保成全面系统地学习衡阳湘剧声腔音乐。1978 年对衡阳湘剧声腔、音乐进行系统

发掘、整理。1979 年参加衡阳地区音乐创作学习班，由杜光、康惠林老师讲授配器和声学，后于 1982 年由贾古、石生潮老师讲

授戏剧规律，聂春吾老师讲授和声基础课。

1980 年调到衡阳市文艺学校任教，兼任音乐教研组长。1983 年参加国家艺术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戏剧志·湖南卷》《中

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南卷》《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湖南戏曲音乐集成》编写工作。1993 年参加全国汇演获奖剧目，祁剧《甲

申祭》中担任“主胡”。2005 年，为纪念夏明翰诞辰 105 周年文艺晚会上演的湘剧小段《江城浩歌》作曲。2005 年为中国、日

本友好文化交流湘剧公演会担任主胡。2007—2008 年参加衡阳艺术学校“湘剧艺术表演班”教学，教授湘剧班学员音乐基本乐

理，传授弟子陈梦媛、叶翔“京胡、高胡”等。2006—2010 年，收集整理衡阳湘剧曲谱《衡阳湘剧音乐集成》高腔和昆腔。

1970 年为现代戏《红色娘子军》昆腔作曲；1978 年为改编传统戏《胡迪闹钗》高腔编曲，在市汇演中获编曲奖；1981 年为

现代戏《贺龙军长》音乐、作曲、配器；1982 年为《贺府斩曹》音乐设计、配器、主奏，获湖南省演出二等奖；1983 年参加《中

国戏曲志·湖南卷》的条目编写。

2005 年为衡阳湘剧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提供资料；在 2010 年衡阳市青年演员折子戏戏曲比赛中担任湘剧声

腔演唱及器乐指导。

（3）阳小兵的口述

我是衡阳县人，生于 1968 年。父亲阳功达是花鼓戏演员，曾在衡阳花鼓戏剧团当主要领导；母亲冯佳桂是花鼓戏演员，文

革后分配到乐平公园工作；舅舅冯朴明是衡阳花鼓戏剧团导演，编剧。我从小看戏长大，逐渐对戏曲有所了解。1975 年起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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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小学、衡阳第十四中学就读。1986 年高中毕业后到石家庄参军，1991 年退伍，分配到衡阳湘剧团任行政职务，2010 年开始担

任团长。2012 年，剧团改制后担任董事长。

如法国史学家莫里斯·埃玛尔说：“历史就是个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的构建。”湘剧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就应当回归到

真真切切的亲历者、传承人个体。以上是我们运用口述史方法捕获的湘剧活态记忆，虽为一个个的“个人经历”，但却能构建

出一个“集体记忆”。

五、结语

湘剧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是湖湘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曾照亮了湖南湘文化之旅。然时过境迁，昔日辉煌的湘剧，而今

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傅谨指出：“中国戏剧确实存在危机，一方面是悠久深厚的戏剧传统只有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得到

了较好的传承，另一方面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多年的断层，演艺人员的表演艺术水准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些历史

造成的原因，加上戏剧长期处于非市场化的体制之中，很难吸引一流人才（优秀编导人才的流失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都决定

了目前中国戏剧的艺术水平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高度。”
［16］

湘剧出现生存危机，有多重原因。（1）当今社会科技发达，

信息快捷，文化多元，人民生活水平及审美需求日益提高，文化娱乐活动方式出现多样化，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观众在悄悄

地分流。特别是电视、电脑、家庭影院的出现，把大批量的观众从剧场里拉到了家庭娱乐室里来，观众渐与湘剧疏远。（2）政

府扶持的力度不够。衡阳湘剧艺术有限责任公司阳小兵说：“现在就衡阳湘剧艺术有限公司的传承现状而言，虽然政府在扶持，

但力度远远不够。我们团不像桂阳湘剧团也不像湖南省湘剧院，他们的人员是有固定收入的。而我们团没有编制，成员都是凭

着对湘剧艺术的热爱在传承，有很多时候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
③
（3）缺乏后备传承人才。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唐秋

明表示，“制约湘剧发展的因素很多，有个关键在于招不到后备人员，包括剧本创作、音乐创作、编导导演、舞美等。现在剧

团的人员基本上是身兼多职，有的演员兼乐师、有的演员兼舞美，他自己出了作曲、乐器演奏，很多时候都要上台当演员。”
⑤

其实，这种现象是地方剧团普遍存在的困境。

在当前国家大力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政府部门出台的系列政策措施，无疑为地方戏曲剧种的传承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湘剧的传承不仅需要经费，需要方法，而且需要滋养它的文化沃土和一群懂得并爱护它的人。目前，湘剧要树立危机

意识，积极争取政府的扶持，加强人才培养，组织一支忠诚于湘剧艺术的编、导、演、作曲、舞美、理论研究与管理的人才团

队，继续挖掘出更多的传统剧目，并结合时代精神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创造出新的作品。湘剧人要有绝对的信心，只有用具有丰

厚历史文化精神的特色作品去开拓市场、提高湘剧艺术的影响力；同时，努力做好湘剧宣传与普及工作，为培养后备传承人打

下基础；积极做好湘剧教育传承工作，除了剧团的“一帮一”、外出交流学习外，倡导将湘剧传承纳入到本土学校教育体制中

去，让更多人投入到湘剧传承队伍中来。如此，湘剧传承有望矣。

注释：

①谢忠义，1947 年 9 月生人，原籍广东惠阳，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湘剧代表性传承人。

②根据 2016 年 11 月 28 日采访谢忠义资料辑录。

③根据 2016 年 11 月 30 日采访阳小兵资料辑录。

④唐秋明，1958 年 5 月生，祖籍江西丰成。现为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党支部书记、县级传承人、国家一级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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