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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汪
静 文新华）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南
岳金”系列产品推出以来，产品销售
势头空前热烈，湖南分行辖内各网
点销售该系列产品总量约10kg，总
金额达 500 多万元。产品销售伊始，
便引起了客户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祈愿衡岳，福缘金生。南岳
金既是建设银行卓越信誉与黄金
恒久价值的最佳结合，也是满载
祈愿与祝福的文化选择。该系列
产品以南岳衡山为设计背景，“佛”

“福”“寿”为设计主题，产品类

别包括挂坠、手链、佛卡、金条等，
共 12 类。每款产品造型精美、工
艺精湛、寓意厚重，集投资理财、
收藏馈赠、装饰美化等功能于一
体，即实现了黄金保值增值的功
效，又极大地彰显了佛教文化与黄
金文化千丝万缕的和谐关系。

2013 年，为推进贵金属业务
发展，进一步提升“建行金”品牌
影响力，湖南分行深挖省内特色文
化，将旅游、宗教、历史等元素有
效地与建行金品牌相结合，在现有
品牌金的基础之上，走出一条特色

化、差异化产品创新路线。
“南岳金”系列产品现在中国

建设银行湖南分行各大网点均可预
定，欢迎广大客户前来了解产品，
共结佛缘。

建行湖南分行推出“南岳金”特色实物黄金产品

李小嘉：湖南花鼓戏的“活剧本”

◆演“阿庆嫂”，毛泽东
赞她“演得利索”

对于 69 岁的李小嘉来说，谈
花鼓戏，就无法避免谈到1965 年。
当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排演的
小戏《打铜锣》、《补锅》参加中南
五省现代戏汇演。剧院领导决定启
用青年演员，机遇降临在了李小嘉
和李谷一头上，那一年她们都只有
21岁，分别担任《打铜锣》和《补锅》
的主角。

1965 年 8 月，中南五省规模
盛大的现代戏汇演在广州举行。李
小嘉在《打铜锣》中饰演一位泼辣
能干又有点自私的农村妇女——林
十娘。剧终，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接着出场的《补锅》再次征服了观
众们的心。

让人兴奋的是，汇演结束后，
《补锅》、《打铜锣》被珠江电影制
片厂拍成了电影，经过导演王唯一
娴熟的电影语言，《打铜锣》成为
我国少有的至今历演不衰的优秀戏
曲艺术片，李小嘉扮演的“林十娘”

开始为全国观众所熟悉。
1970 年，全国只准演出 8 个“革

命样板戏”。地方剧种要延续下去，
必须移植样板戏。而湖南省文工
团以花鼓戏形式移植的现代京剧

《沙家浜》一举成名，李小嘉主演
的阿庆嫂随即成为家喻户晓的湖南

“阿庆嫂”。
1971 年 8 月，毛泽东主席来

到湖南，提出要看家乡花鼓戏。在
看过《沙家浜》后，毛主席兴奋地
赞扬李小嘉：“你这个阿庆嫂演得
利索。”很快，湖南花鼓戏就成了
移植样板戏的样板，全国数十个
地方剧种蜂拥而至，前来学习取
经。在 4 年时间里，花鼓戏《沙家
浜》演出 700 多场，非常火爆。李
小嘉进入她舞台人生的又一个辉
煌时期。

“文革”后的 1977 年，《打铜锣》
恢复上演，迄今为止，李小嘉已经
演了近 1000 场。从艺半个多世纪，
李小嘉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舞台
形象。“林十娘”和“阿庆嫂”成
就了李小嘉，不过，回忆自己的舞
台生涯，李小嘉说，真正让她演得

过瘾的还是《状元与乞丐》中的柳
氏和《祥林嫂》中的祥林嫂这两个
角色。

1982 年，由于业务拔尖，李
小嘉被推上领导岗位，担任了湖南
省花鼓戏剧院副院长。两年后，组
织上决定提拔她当院长。

没有推辞掉官位的李小嘉不能
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期望。她广泛征
求意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她和
老搭档凌国康、余谱成等人一起，
一手抓业务，一手抓经济，在改革
的浪潮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其间，
剧院排演的古装戏《喜脉案》，就大
胆使用了当时开始流行的轻音乐伴
奏，深受老中青观众的喜爱。1985
年，《喜脉案》赴京参加全国戏剧汇
演，取得极大成功，后又被拍成三
集电视连续剧，轰动全国。湖南省
政府给花鼓戏剧院送了“进京四获
誉，更上一层搂”的牌匾。

◆带“一家老小”冲向全国

2004 年，退休后已经 60 岁的
李小嘉再度挑战自己的艺术生涯，

饰演了湖南本土情景电视连续剧
《一家老小向前冲》中“严婶”一角。
李小嘉尽管拍过电影，但那电影
也是舞台艺术片，影视忌讳夸张，
忌讳有舞台腔，她自己有点担心，
导演也有点担心。

可一想到这个难得的机会，
李小嘉当年那种“不怕”的劲头又
上来了。她时时提醒自己，千万别
舞台化。拍影视剧是一集一集的
来，每个演员的动作、台词，都
是单独拍，拍完了再剪辑，不像
舞台剧从头演到尾。拍摄中，演
员与演员之间对接的时间也比较
久，又不能随便离开，常常一拍
就是大半天，中午吃个盒饭又开
始。更具挑战性的是，拍影视剧
节奏快，演员熟悉剧本、记台词、
表演动作都讲究速度。

拍《一家老小看奥运》时，剧
组成员看完奥运会开幕式后马上
创作剧本，演员接着排练，17 天
时间，每天都是即时拍摄即时播
放。为了提高效率，李小嘉不但
每一个表演动作都严格要求自己，
而且在拍摄前就把台词背熟。

剧中，李小嘉和认识三十多
年的湖南省湘剧院著名演员王永
光搭档，两人配合默契，活生生
的长沙“严婶”、“严爹”立时呈
现在观众面前，以至于很多人误
以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是一对夫妻。

《一家老小向前冲》连播 8 年，
播出 840 集，500 多个故事，赢得
了省内外观众的喜欢。逛街或散
步时，有观众总会热情地叫她“严
婶子”，拉着她合影。她到武汉，
走在街上，立即有人说：“嘿，是
我们湖北的严婶啦！”她来到贵阳，
当地人说：“看，我们贵州的严婶
来了！”原来，这些省的电视台买
了《一家老小向前冲》的播放权，
配上当地方言……年纪大点的人，
没有忘记花鼓戏《打铜锣》里的
林十娘，有的毫不顾忌地朝她打
招呼：“林十娘，林十娘！”

◆与李谷一姐妹情深

李小嘉告诉记者，从 15 岁踏
进湖南花鼓戏剧院的大门开始，
她的心再也没有走出过这扇门。
刚进剧团时，包括她和李谷一、
刘赵黔在内，剧团共有17 位演员。
李谷一比她晚一年到剧院，她在
剧院呆了14 年，之后去了北京发
展。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后来，
减少到 7 个，现在只剩下4 个同
时代的老演员了。

从 1961 年至 1974 年，李小
嘉和李谷一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
共事14 年。她们两个同年出生，
同师学艺，同台练功，又同时在
中南五省汇演中一鸣惊人，此后
携手到北京汇报演出，又一同在“文
革”中下放农村劳动，在一口锅
里吃饭，一个铺上抵足而眠，结
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李小嘉犹记得，她们两人得
知要赴京演出《补锅》、《打铜锣》
时，都很兴奋。为了有件像样的行
头，两人还特意上街买了白府绸
和兰棉绸，一人做了一套新衣。她
生儿子时，李谷一不仅陪在她身
旁照料她，还认了她的儿子为干儿
子，并亲自为孩子起了小名。

李谷一成为全国闻名的歌唱
家，但她一直有着浓烈的家乡情

结和花鼓戏情结，一直没忘记剧
院的老朋友。上世纪 80 年代，花
鼓戏的发展遇到了资金短缺、缺
少剧场等困难，李谷一听说后，
立即向有关领导呼吁支持振兴花
鼓戏。此举引起湖南省领导的重
视，省里拨给花鼓戏院专款，将
旧的排练厅改造为正规剧院，解
决了当时制约花鼓戏剧院发展的
一大瓶颈。

近二三十年来，李小嘉每次去
北京出差、学习，都会与李谷一见
面，共叙旧情。李小嘉说，她永远
难忘，她先生张耐柏因为生病双
眼近乎失明，李谷一恰好从北京飞
到长沙参加一个晚会，看到老朋友
这个样子，与张耐柏抱头痛哭。回
北京后，她立即托人为张耐柏带来
治疗眼睛的仪器。这部仪器，李小
嘉至今仍留在家中。

◆丈夫眼里的“好老婆”

五十多个年头里，李小嘉始
终活跃在表演艺术的舞台上，对
家庭的照顾自然就少了。因为经常
要演出，她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
子，老伴张耐柏承担了很多家务
事。她与老伴张耐柏 20 世纪 60
年代由同事而恋爱而结婚，又曾
一同下放，一同回城；她演阿庆
嫂，张耐柏演郭建光；她演祥林嫂，
张耐柏演贺老六……两人妇唱夫
随，生活上相敬如宾，艺术道路
上互帮互助。如今老伴已作别人
世，离她而去，但两人曾经恩恩
爱爱的点点滴滴却是她心中永远
的记忆。

让李小嘉愧疚的是，老伴张
耐柏因糖尿病而双眼模糊、且无
法自理时，她正在《一家老小向前
冲》剧组，紧张的拍摄任务使她
无法常在床前伺候，只能请保姆
照顾。保姆忙不赢时，她一下班
回家就帮老伴洗澡、换衣，用轮
椅推着他出外“散步”……她拍电
视剧挣来的钱，几乎全都用在了
给老伴治病、吃药上。老伴临终
那天晚上，她守在医院的病床边，
老伴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说：“我幸
亏有个好老婆。”

老伴发自肺腑的话，让李小
嘉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对不起
他。20 世纪 70 年代末调整工资
时，她因为自己肯定能升一级，
便劝老伴放弃了，以至于他的工
资比她低；在她当花鼓戏剧院院
长时，湖南剧院本要张耐柏去当
副经理，她因为自己是领导之故，
又没让老伴去……更愧疚的是，
她成天在舞台上演戏，在剧院里
操持，无法去多关心儿子的学业，
以致儿子只读了中专，至今没有
一个好工作。

李小嘉还有个遗憾是一辈子
没有得一个大奖。当她艺术成
就辉煌时，当时还没有设立单项
奖，而梅花奖设立后，几位北京
熟悉她的专家都要她为自己选一
出主演的戏去搭末班车夺奖，但
她从未以权力来为自己作这样的
选择和安排，因而与梅花奖失之
交臂。

尽管没得过大奖是个遗憾，
但李小嘉坚信：金奖、银奖不如
观众褒奖；金杯、银杯不如观众
口碑。观众爱听她唱，爱看她的戏，
是她最大的收获与荣耀。

今日女报 / 凤网特约记者 徐炯权

爱听花鼓戏的人提起她会说：“这不是《打铜锣》里的林十娘吗？”喜欢看电视剧
的人则会说：“原来是《一家老小向前冲》里的严婶子啊！”其实， 她还是备受毛泽
东表扬的“阿庆嫂”，是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的好姐妹。近日，在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
承中心（原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原湖南省花鼓戏剧院
院长李小嘉，倾听她的艺术人生。

李小嘉（中）在《一家老小向前冲》中演严婶；（右下图）在花鼓戏《打铜锣》中饰演林十娘。

被毛泽东夸过，和李谷一情同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