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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z忆之一：长沙尘梨镇陶舟曲庙蚤

自盘丈化之二大型群众文化活='



“上海京剧万里行”应邀来我市演出， 新建的长沙电彰城

1996牟-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剧目湘刷v布衣

毛润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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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人春色满长沙
——近半个世纪来长沙地区文化事业综述

政文

长沙．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孕育

着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人民，也培植着

一代又一代璀璨丰富的文化。长沙的文化

人极富抨击黑暗和追求光明的性格特征。

解放前，他们虽处于社会的底层，却不屈服

反动势力的高压，运用文化艺术这一有力

的武器，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战斗。早在民主

革命时期，长沙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就曾以

?稳网头》、《三荒记》等揭露封建统治的黑

暗和腐败；土地革命时期，《文市大捷》、《红

军歌》《暴动歌》、《妇女解放歌》等成为宣传

鼓动群众，创建工农红军的革命舆论；抗El

战争时期，《诿奴毒》、《血溅沈阳城》、《旅

伴》、《新江汉渔歌》、《孙方政救国》等汇成

一束束投向日本侵略者的匕首；解放战争

时期，《工农记》、《面粉筑路》、《猪油变麻

石》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旌进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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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的鞭挞。长沙文化人这种抨击黑暗、追求光明的性格特征．在

半个世纪变革社会的波谲云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湖南和平解放，是长沙文化人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他们走出

苦难的深渊，义无反顾地置身于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一支生机

勃勃的文化艺术队伍，融汇于巩固和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巨大洪

流之中。在冰天雪地的治湖工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在深

山峻岭的革命老区；在热火朝天的基建工地⋯⋯留下了他们的

足迹，飘落着他们引吭高歌的湘音。在文化艺术走向社会。接近

人民的过程中，长沙文化人的性格特征也完成了从抨击黑暗、追

求光明到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的转变。正是这种转变，使他

们毫不动摇地接受和执行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困难前不退缩，在坎

坷中能奋起，为长沙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铺设出一条通向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康庄大道。

硕果累累的戏曲艺术事业

近半个世纪以来，长沙的戏曲艺术经历了几番风雨、几度沉

浮的发展过程。从50年代的戏曲改革，60年代的说新唱新，70年

代人的“文革”灾难，80年代人的文艺复苏，到90年代的硕果累

累，长沙的戏曲艺术工作者。终于以自已的勤劳和智慧，在全国

性的戏剧、曲艺汇演中十二度获奖，并登上了文华奖和“五个一

工程”的高峰。

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

的指示》，明确“改人、改制、改戏”为戏曲改革的主要内容。这“三

改”是长沙戏曲艺术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基础课。“改人”，

使所有从事戏曲艺术的演职人员，通过戏改讲习班的学习，基本

上达到了从过去的卖艺糊口到人民文艺工作者这一定位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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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改制”，使当时由艺人组合的楚南、群力、艺联三个民营湘剧

团和新义花鼓戏剧团逐步实行民营公助和由政府文化部门派出

驻圃政治指导员，零散的曲艺艺人也成立了盐艺联组，使民营演

出团体过渡到由政府文化部门直接管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改

戏”，使艺人对传统戏曲剧目的继承和发展、糟粕与精华以及去

芜存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开始革除剧目中存在的某些宣扬

封建迷信和庸俗低级的内容和表演。“戏改”促进了长沙戏曲艺

术的发展，出现了经过整理、改编的《珍珠塔》、《追鱼记》、《东郭

救狼》等甚受观众欢迎的戏尉和曲目。特别是在全国首届戏尉观

摩汇演和全国首屈曲艺会演中，以崭新的面貌登上首都的文艺

舞台，演出了湘剧《琶琶上路》、《打猎回书》，花鼓戏《刘海砍樵》

和弹词《贺庆莲》、《武松打虎》，评书《炸龙口》、大鼓《春旺是个好

姑娘》，戏剧荣获两个二等演出奖．演员徐绍清、陈剑霞、彭俐侬、

何冬保、肖重硅允别获得了一、二、三等演员奖。曲艺汇演没有

设奖，却获得一致好评。舒三和等被推选到中南海向中央首长汇

报演出。戏曲艺术的繁荣，促进了长沙地区戏曲演出团体的发

展，在这一时期，长沙市京剧团。市越剧团、市文艺工作团(后改

称歌剧团)、市曲艺淡、长沙县花鼓戏剧团、望城县湘舞花鼓戏剧

团相继创立，加上市内的长沙湘剧一、二、三、四团和长沙市花鼓

戏一、二团，到50年代末期，长沙地区已拥有12个戏曲演出团体，

成为活跃于城乡、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的

劲旅。然而，戏曲艺术发展的大好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1957年

一场全国性的“反右”运动，波及文艺界，长沙市文化局首任局

长，也是湘剧《追鱼记》的改编者康德和市戏工室主要负责人黄

曾甫，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分子”。戏曲剧团

的演职人员中也有不少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曲艺界，一段

批评官僚主义作风、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相声《活菩萨》。却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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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重的灾难．作者赖钰和发表这件作品的《职工文艺》编辑唐

挥之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株连到发表评介文章的《长沙日报》

有关人员和这段相声的演员、长沙市公共汽车公司职工马信、铁

牛，承受了没完没了的批判煎熬。这次“反右”，长沙市文化艺术

界从领导到群众，从专业到业余，无不深受其害·文艺工作者的

心头蒙受着痛苦的阴影。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受害

者恢复了名誉，修正了这段被颠倒的历史。

60年代初，在中央文化部门提倡说新唱新的推动下，长沙戏

尉界出现了大演现代戏的热潮，创作上演了湘剧《山乡巨变》、歌

剧《幸福源》、花鼓戏《活人碑》等现代戏，一度同时演出的“三红”

(湘剥《红灯记》、歌剧《红珊瑚》、花鼓戏《红色营业员》)风靡长沙

舞台达数月之久，将现代戏的演出推向高潮。曲艺界在演出《新

旧南门口》、《红军进长沙》等创作盘目的同时．一大批现代长籍

书目《烈火金刚》、《桥隆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

等成为长沙城内10多个书场久演不衰的曲目。

70年代，“文革”浩劫给长沙戏曲界带来第二次极为深重的

灾难，先是长沙市文化局一连两任文化局长无辜地成为文艺黑

线的头目，接着是一批被扣以“三名三高”的知名演员成为“牛鬼

蛇神”，无休止的批斗折磨着他们的身心。紧接着撤销剧团，遣散

演积人员。使这些多年来为长沙戏曲艺术事业的发展竭尽心力，

作出很大贡献的文艺工作者，献艺无门，衣食无着，境遇凄凉。在

这场浩劫中，长沙市文化局副局长戴伯淳，著名戏曲演员余福

星、舒三和、欧德林等。都未链等到“四人帮”的覆灭而离开人世。

尽管如此，长沙戏醢艺术工作者丝毫也未动摇忠诚于党的文艺

事业的初衷，在重建长沙市文艺工作团后。池怯]又以极大的热情

移植当时仅能上演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革命

现代戏，为久疏文化韵长沙观众献出一份心力。与兜同时，戏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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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演职人虽没有屈服示●霜人帮?鳆变；：{f匕专利主义j，开始绩

瀵_-批小戏，濒剧《园丁之歌簧遴脱颖面出，在湖南省戏剧讽演中

好评如潮，中央新闻电影制甘厂犒此剧拍成舞台艺术片(由湖南

省湘尉厨演出)。然而，这出馘“浚文化怎能把革命熏担来承担”

为主题的小戏，还没有与观众厦面，就被“四人帮尊的头目扛青扣

土“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攉魂”，鼍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等罪名，

发出国务院文化组太最文件，在北京、湖南等四省市展开对湘剧

《园丁之歌》的圈剿t长沙戏剧界再次面临被讨伐、受批判的深

渊。尽管毛泽东主席看过《园丁之敢》影片之后，鼓掌称好，并没

能改变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直到他们沦为历史罪人之后，党的

拨乱反正的春风，才使湘尉《匿丁之歇》重见天日。． 。

80年代，从“文革奠灾难中走坦来的长沙戏曲王作者，在市、

县戏剧演出团体和市戏曲工作室相继藏复建制后≈趁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列剑椎瓤演出j9々I艺术实践之中．

一大批富有思想性和艺拳性的剧目m登生了长沙城巍的舞台。湘

剧《湘潮》、《玛丽娜一世》，歌剧《翡括》麓三令女儿的婚事》，花鼓

戏《新螺女》、《谷兰吟》、《和尚庙舶嘉毒》、《最沏春漤等等。在观众
中和戏剧界产生了广泛的影畹。《骄杨》在北寒《人民戏尉》发表

后，全国各地就有40多个戏曲匝体移植上演。《灯花：》在全国歌剧

交流演如中荣获一等奖．栾傣良、杨建伟，葛平分获演员奖。中共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评价《灯花》是-上乘之儋，很有新意”。

长沙歌剧终予实现了继湘剧、花鼓戏高后，成为在全国汇演中获

奖的剧团。特剐是花鼓戏《海哥和九妹》，远涉藿洋。前往日本演

出，给东邻观众欣赏多姿多采的三}湘文化的机会，出色她完成了

文化使者豹任务，开长沙戏剧界走iij国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

先河t专业觑艺团体虽未能恢复。但曲艺艺术工作者并没有沉

寂，他们默默耕耘，创作和演出了《第；次握手》、《护相》、《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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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稽》等优秀曲7目，絮辩海与刘注》在中央电槐台举办的全国相声

电视逝谔赛上获祷‘‘荧屏奖一；《篓辕记》在全国薪故事大赛中获

得铜奖。民间说书艺火在说噜传统和新编书甘瞬葡时，引进了

《萍踪侠影+》：《书剑想仇记渗等港台长篇书目；给长沙嘶众以耳目

上薪之感，改革开放的气慰终芋吹进了古老而封阿的书场。
+‘90年代·随着全茸改革井放步伐的加快，长沙戏曲界在80年

代文艺复苏的基础上；并始向戏曲艺术精品的高峰攀登：由于近
z0年来戏曲队伍发生宁笆犬燮化，一部分造诣较高的戏曲艺术

家因年攀邑高退出舞台，茼长时阊由于“文革”等种种原因，很少
培养出可以接班的新秀。樘送种特定情况下，文化主管部门采取

了集中优势兵力簦谢樊破的措簸；将原有湘、花、歌三团合并组
建成长沙1}{jf艺米鼬院。4尽管翩种精制≮恒在演员调配j戏剧音乐、
舞台美米等劈面仍肴相逢掣处；1能调动犬批中年艺术骨干各尽
所长‘去斟造戏曲精品的积极性i从而使长沙具有代表性的湘剧

能在较短时问内取得了前所来有的成就。《马桑树》首途北京，就

获得了酋雇义华新荆目奖：接著新编历史剧《铸剑憩歌》，又在昆

明举行的譬国戏剿节上获得创作演出奖。随后《布衣毛润之》再

去北京；二度获箨曼华剧曾奖、丈华催醢奖，主演曹汝龙也获得

文华演员奖和梅花奖’。紧接奢经过作者和全体艺术工作者的加

工，拍成电视片j缝中央龟税奁尚垒国播放并进入全国文化艺术

最高层次的奖璜托五个。工程～，长沙湘利艺术终芋攀上有史以

来的高峰：这--二B予期≮长沙盛艺、杂技艺术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母亲颂参槿奎茸曹年相声邀请赛±。获得戗俸奖，二i三等演员奖

和组织奖‘‘；《换岗》在垒旨“羔书’’(评书、谀板书、山东快书)‘电视

比赛中获得峄荧锌奖静j《晃板》、《竺‘久冰预》在全国杂技调演(华

东片)中双获1兰等演，出奖≮特别是从书场说书出遭的曲艺作家戴

云j创作和出版了《辔令追踪》、《闯主余部复仇记劳等25部中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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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小说和《南岳龙蛇》、《消魂_指令》，、《花剑情仇》^Ij：寂寞江湖》、

《掷剑踏莎行》等2l部长篇武侠小说，逾lOOO万字。萁中《南岳龙

蛇》，。《密令追踪；》由上海，桂林电视台摄制为患视连续剧羹《消魂

一指令》在北京举办的海峡两岸蘑届中华武侠硝》说大奖中荣获
“铜剑奖誓。随着市内歌舞厅的；越释，．曲艺、杂技、小品进入文化市

场演出后，每年观众达50余万人次。·批受到蕊众欢迎的曲目，

经澳南文化音像出版社录制成《参．啻礁霹蜘等4含鑫带，在全省城
乡发行5Q塞万盒，使群众喜闻乐见的瓤尽进入千家万户。上述成

就无疑地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戏曲界以宽松的环境和使戏曲

艺术王作者解放思想进行艺术创作的潜能：；i；导以充分发挥而取得
‘ ： ’- ’+4二

的。

率富参荣的群众文化事业

长沙地医城乡的群众文化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

展。解放前留绘长沙地区的糕众衰他机梅，仅赢残缺不全的省章

长沙屣I众教育馆和长沙县暴众教育馆。文化行政部门从50年偎
到80年代逐步完成了市文化镳娠敢名蒜众蕊术馆)和县、郊、内，
四送文纯馆以及街道、乡镇文化端鳇建设，鑫ll上青少年宫、工人

文化富、行业工人俱乐郝、少年之家和市文联及备协会的建立，

形成了|覆盖长_沙地区工矿、农孝妻．、商店、街道。学校的群众文化机

构网。成为动员、组织、指导和促进各腧层人民群众进行文化活

动的主要力量帐沙县文化馆被舞为拿犀农村文艺工作先进集
体，_批文化嬉，站嚣烈省、泰政摩毂表彰，从厩婕长抄地区的群
众文化活动不断克服前进遘踌纛的困难，碍副了蔚所表有的繁

荣和发最∥¨ 、， 专j ．．．．一j。 。

群众文艺创作取得了丰繇的成果。通过举办戏剧、曲艺、音

乐、舞蹈，美术等各种艺术形式般创作学习班租创办《职工文
‘ ’ ’

‘

· ，I'，’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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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长沙演唱》、《长沙艺苑》、《雅俗报》、《长沙文艺》和县办《沩

江文艺》、《测阳河》等群众文艺刊物，为作者提供发表园地等措

施，培养了数百名文艺刨作骨干，经市文化馆及其刊物组织和征

集的作品达13000余件。不少作品在省以上摄刊发表，仅“文革”

前经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戏剧、曲艺单行本就有《两朵红花并

蒂开》、《风雪赴会》、《水莲渡》、《岳北风云》、暂假阔佬》、《长沙滚

筒快板》等26种，在全国性报铷发表的有《红旗高举》、《两瓶洒》

等多件。1981年国际儿童画展中，长沙市有11名小作者的“件作

品，被送往芬兰、西德、日本等国家展出。获得3项国际金、铜质

奖。在这种从城市到农村，从成人到少年的波澜壮阔的创作活动

中，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如创作长篇小说《百侠闱江南》等的优秀

业余作者，使长沙地区的群众文艺斜作得以长盛不衰。

声势浩大的群众歌泳活动。50年代，通过新歌教唱。《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响彻

市内的大街小巷；在农村，藕塘乡组织的村姑合口昌队，以《万户千

村合作化》、《我爱找的小黄牛》等歌曲，活跃在田闻、屋场。60年

代的全市革命歌曲比赛，参加演唱的达1’40多个单位，工人、农

民、战士、店员、干部、学生与老红军合唱队、通泰街老妈妈合唱

队等近l万人，联抉登台，《歌唱祖国》、《团结就是力量》、《我是一

个兵》等激昂、悠扬的歌声彼起此落。80年代，群众歌咏活动有了

新的发展．出现了“建设者之歌”、“主人翁之歌”、“红领巾之歌”，

“学生合唱节”等专题形式，在演倡技巧上也从齐唱发展到多声

部、混声合唱等新的层次。90年代举办的通俗歌曲大奖赛和卡拉

OK比赛等活动，在群众性音乐领域中飘扬出改革开放的气息。

盛况空前韵群众文艺汇演。50年代，市、区文化馆组织的业

余文艺演出即达4962场，观众160余万人次。这种既活跃群众文

化生活，又培养、提高业余文艺积极分子创作、表演才能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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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后举办韵职工业余文艺汇演、民间艺术观摩汇演、民间音乐

舞蹈戏剧汇演、群众业余现代小戏调演，少年儿童文艺调演、民

间曲艺汇演等创造了条件。如60年代初举办的全市汇演就是一

次规模空前的群众业余文艺大检阅，各条战线分别演出了160多

场，各种形式的节目2400多个，从中选拔了一批优秀节目参加市

汇演的15场演出。通过汇演这·从普及到提高的过程，长沙群众

文艺在全国和省的汇演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弹词联唱《霹雳一声

春雷动》、快板《打老鼠》晋京参加全国首届职工文艺汇演，并到

中南海为朱德等中央首长演出，随后又入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

厂的艺术纪录影片，实现了长沙群众文艺首次进入大雅之堂和

走上银幕的历史性突破。歌舞《未来的世界冠军》、话剧《毕业前

夕》、花鼓戏《靠社》、弹词联唱《三块假光洋》、相声《入地无门》、

莲花闹《南门口》、表演唱《揍下u一2飞机来》、小演唱《集体生产

有奔头》与《钱和米》、快板群《勤俭办厂一枝花》、舞蹈《觉醒》等

一批丰富多采的节目，在省举办的首次长、衡、株、潭四市业余文

艺调演中，一举获得4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和7顼三等奖；又如90

年代初，弹词联唱《中流击水显风流》、快板《红旗闪闪上井冈》和

《受骗记》、顺口溜《票》、小品《钱老大逛酒巴》等在全省曲艺调演

中，获得9项一、二、三等奖，其中《中流击水显风流》还荣获中央

文化部群众文化的最高奖项“群星奖”。

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专题群众文艺演出。每年“五一”、“六

一”、“七一”、“十一”和元旦、謇节，各级群众文化部门组织、举办

的游园和文艺演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各阶层人民群众j共享节

日欢乐。丰富多采的演出，表达出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

深厚感情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各种内容的专题文艺演出，如

“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场”、“赞雷锋”、“歌唱焦裕禄”、

“五讲四美树新风”、“计划生育好处多”、以及“普法宣传”等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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