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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网络直播快车，让年轻人爱上父辈的流行音乐——

一个花鼓戏团的旧与新：吹拉弹唱，网上冲浪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立 实习生 小吴迪

7 月 1 3

日，在长沙市

实验剧场后台

匆 匆 吃 完 盒

饭，长沙市望

城区艺群花鼓

戏剧团（以下

简称“艺群”）

的女演员戴瑛

在水龙头下急

急抹了把脸，

便一路小跑赶

着去化妆。

发端于民

间 的 湖 南 花

鼓戏曾极度辉

煌，也曾一度

沉 寂， 前 些

年，不少花鼓

戏剧团尤其是

民间剧团都遭

遇生存困境。

记者近日在长

沙市大型花鼓

戏公益演出周

上发现，作为

民间剧团的艺

群，却在花鼓

戏的江湖里倔

强生长，元气

满满。每年多

达 300 多场的

各地演出让演

员 们 马 不 停

蹄，更有一帮

“90 后”爱上

了以前“嗲嗲

娭毑”（长沙

方言指爷爷奶

奶，泛指老人）

才爱听的花鼓

戏，甚至有粉

丝开启了网络

直播，把戏台

搬到了网上，

吸引几万名观

众同步观看。

在传统戏

剧艰难求生的

江湖里，艺群

以它倔强又新

潮的方式，开

始了新时代里

的吹拉弹唱。

7月10 日至 15日，长沙市望城区

艺群花鼓戏剧团受邀参加长沙市委宣

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大型花鼓

戏公益演出周，一连 6 场，场场爆满，

甚至在满场之后，还有观众请工作人

员把自己放进去“坐在过道上看”。

“年纪最小的观众是‘90 后’，年

纪最大的，也是‘90’后。”在小心翼

翼扶着一位 96 岁的老婆婆进场听戏

后，长沙市文广新局群艺馆馆长刘新

权笑着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

7月13日，艺群为观众献上的是

花鼓大戏《瓦车篷》，这是讲述一位贫

困母亲失去两个儿子，又在十多年后因

种种巧合与二子得以相认的故事。戴

瑛在戏中饰演丢失儿子的母亲顾凤英。

擦干脸上的水珠，1984 年开始入

行唱戏的戴瑛开始化妆和包头——几

十道繁杂的工序，戴瑛和她的同伴不

紧不慢，丝毫不敢马虎。这源于戴瑛

三十多年前从艺时，老一辈人关于艺

德的训诫：“唱戏要对自己和观众负责，

哪怕是只有一两个人看，也要认真对

待，不能马虎了事。”

舞台大幕徐徐拉开，袅袅娜娜走

出青衫凤眼的戴瑛，唱几句，念韵白，

莲步轻移；甩一甩水袖，背转身去，

留一地清韵给看客。

《瓦车篷》的故事曲折复杂，悲欣

交集。在戏里，戴瑛用悲沉的唱腔，

唱出苦难中的人性光辉。另一位饰演

李氏的演员陈燕的表演亦颇打动人。

“西湖调”事件后，卞飞和

大家意识到，观众的喜好和市场

的认可，是剧团首要考虑的问题。

深耕于民间的剧团，更多的是靠

戏迷之间的口碑相传才有名气和

影响，而有了名气，才能带来更

多的业务。

在民间剧团之间，竞争也很

激烈。有一次，在望城区靖港镇

神游塘村，两户人家同时办喜酒，

都请了花鼓戏剧团。另一家戏班

的舞台，就搭在艺群的对面，不

足百米。

铿铿锵锵，弦子一拉，二胡

起，两台好戏同时开了锣。

这是梨园界所谓的“对台

戏”，同行们明着不说，但暗地

里都憋着一把劲，要把自己的戏

唱好，把对面的比下去。

艺群的演员们拿出看

家本领，一出经典的《皮

秀英四告》，把观众都吸

引到了自己台前。一场唱

完，本来预订了四场的对

面戏班收拾锣鼓走了。主

家一高兴，直接请艺群加

演了三场。

这就是现实的花鼓江

湖，唱得好，你上；唱不好，

走人。卞飞说：“生江湖，死江湖，

笑江湖，熬江湖，这是我们艺人选

择了的，不后悔，把最好的献给观

众，足矣。”

他确实很江湖。这个戴着大

金链子、手臂上分别纹着“忍”

和“孝”的男人，如今与花鼓界

各路名角交好，称兄道弟，大碗

喝酒。除了管理剧团，接洽和协

调每场演出之外，卞飞在剧团里

的职责是司鼓。偶尔，他会在两

眼和鼻子上划三道白粉，登台演

唱小丑。

除了戴瑛等名角，艺群也有

十多个正在学戏的年轻人。卞飞

说，目前他们还只能跑跑龙套，

但年轻人“悟性高，学起来很快”。

从低迷时期的一个月没有几

场演出，到如今的一年300 多场

戏，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这帮戏

迷。“我们下乡演出，走到哪里他

们跟到哪里，真的不容易。而且，

以前看戏都是老人家，现在没

想到有这么多的年轻人爱看戏。”

戴瑛如是说。

今年 24 岁的“90 后”胡波

来自邵阳，这次他特地赶到长沙，

就是为了近距离享受长沙市大型

花鼓戏公益演出周。胡波幼时常

被外婆抱着去看花鼓戏。大学时，

为了过戏瘾，胡波甚至逃课看戏。

“锣鼓一响，心里就痒”的胡波

说，他最喜欢戴瑛的戏：“我电

脑 500G 容量的硬盘里，装的都

是戴瑛老师的戏。”

在某企业上班的余拥军，自

小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爱上花

鼓戏。如今，余拥军经常驱车一

百多公里，跑到现场去看戏。不

仅爱看，余拥军还买了一台高清

的录制设备，把戏录下来上传到

互联网与大家共享，“年轻人进

了城，很多父母也跟着进了城，

放到网上就能让年轻人下载下来

给父母看”。

以往只有嗲嗲娭毑才感兴趣

的花鼓戏，为何现在冒出这么多

的年轻戏迷？

今年 25 岁的喻何龙是湖南

省花鼓戏艺术研究协会工作人

员、湖南大戏苑常委。在他看来，

花鼓戏能够重新赢得年轻人的

喜好和青睐，与花鼓戏艺术家

和爱好者们坚持利用新媒体来

推广传播密不可分。

喻何龙的手机微信里，有十

多个花鼓戏微信群，它们同属于

“湖南大戏苑”——这个年轻人

在移动互联网上建立起来的花

鼓戏社群。

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像

“湖南大戏苑”这样的文化社群，

成为花鼓戏与年轻观众连接的

最便捷的路径和最经济的手段。

十多个分属湖南各地的花鼓戏

微信群，不仅让戏迷可以与喜欢

的演员直接亲密交流互动，让

戏迷与演员可以成为朋友，更

成为花鼓戏文化信息的集散地，

哪里有大戏看，群里一声吆喝，

大家约着一起去。微信公众号、

线上线下紧密结合的演出与活

动，更是营造了热爱花鼓戏这

一共同价值的陪伴感和亲密感，

把花鼓戏演员和观众紧密凝聚

在一起。

这次艺群在长沙市大型花鼓

戏公益演出周的 6 场演出，也开

通了网络直播，每场直播的观众

超过 3万人。卞飞说，这放在过

去的花鼓戏剧团是想都不敢想

的：“几万观众，得要多大的场

子才能坐得下啊！”

新的江湖：花鼓戏的“互联网 +”

“旧”式坚持 ：唱得好才有观众

这种“不能马虎”的坚持或许是

戴瑛甚至是艺群能够走到今天的关

键。成立于1982 年的艺群，旗下网罗

了戴瑛、陈燕、戴占希、曹正军等一

批花鼓名角，在花鼓圈内有着广泛的

拥趸。

艺群团长卞飞告诉记者，跟很多

花鼓戏剧团一样，艺群也熬过了一段

非常艰难的时光。

艺群由卞飞的父亲卞正馥创办。

卞飞接手时，正赶上花鼓戏市场急

剧萎缩，“没有戏演，演员们谋生都

很困难”。

最难的时候，卞飞想过改行。但

他坦言，改行很难，“从小就学戏，也

只会唱戏，已经离不开了”。为了谋生，

卞飞带着剧团开始“跑江湖”，靠接红

白喜事、寿宴、庙戏、堂会的活赚钱

养家。

“快到菩萨过生日的时候，我就到

处打听，看哪座庙里需要唱戏。”卞飞

说，一些戏迷多的乡镇和村子，他也“布

了点”——安排“线人”，打听到谁家

要办红白喜事了，卞飞就去联系主家

看是否需要戏班，“有经济实力的人家

请个戏班包场唱戏，有乡邻和戏迷过

来看戏，场面越热闹，主家越有面子”。

被拒绝是经常的事，也有主家把

价格砍到极低，刨去来去费用、人员

工资，剧团甚至还要贴本。但卞飞坚

持“不管钱多钱少，只要有戏就去唱”。

一辆大卡车拉起行头和设备，二

三十个人风尘仆仆到处去唱戏，有时

白天、晚上各一场，经常唱到下午两

三点钟还没吃中饭；有时一唱两三天，

牛栏里睡过，种蘑菇的蔬菜棚子里也

睡过。

更糟糕的是，有时天气恶劣，剧

团到了地方，主家突然提出取消演出；

有时戏都演完了，主家资金出现异动，

竟然没钱付款。而遇到要上场的演员

突然生病或家中有急事等种种问题，

更是让卞飞头大无比。但再苦再难，

戏里的功夫也不能放松。

老戏《玉堂春》是包场的主家爱

点的本子之一，戏中“三堂会审”时，

饰演苏三的演员要跪在台上唱一个小

时，对唱功、腰腿功力是很大的考验，

再加上复杂繁重的唱腔和表演，没有

功底根本唱不下来。

戏迷喜欢什么，演员们就演什么。

艺群演员陈燕告诉记者，老百姓最喜

欢老腔老调，原汁原味的西湖调最受

大家欢迎。

西湖调中的“西湖”，并不是一个

具体的地名，而是“洞庭湖以西”的

地域泛称。陈燕说，有一次演员们没

有唱西湖调，结果底下的观众不买账

了，毫不客气地起哄：“这唱的什么咯？”

演员们只得改弦易辙，唱回西湖调。

历经磨难：睡过牛栏，演完收不到钱

台下观众：最小的和最大的都是“90 后”

两个小时的戏，不时有年轻观众喝彩

鼓掌。相比之下，年长的观众更为矜持，

他们更多的是静静欣赏，只有到了最

精彩处才甩出一声“好”。

刘新权告诉记者，老百姓其实很

需要享受这种传统文化 ：“政府买单，

为人民群众送戏，这种做法是双赢。”

而戴瑛、陈燕这样的花鼓戏名角以

及整个艺群剧团，也非常看重这样的

演出机会，“省城的演出条件和艺术

展示平台，是之前在乡下演出所不能

比的”。

舞台下的卞飞（右一）与花鼓名角在一起。

袅袅娜娜、青衫凤眼的戴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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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花鼓戏的旧
坚持与新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