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演员们在各地热闹演出时，李小嘉发

现一些流行文化在身边冒了出来。“看电影、

跳交际舞成了新的娱乐方式，大家很快被这

些时尚的娱乐方式吸引，听戏的人少了很多。”

李小嘉有些无奈地说。

作为当时的湖南花鼓戏剧院院长，李小嘉

与同事一道向政府申报，1993 年终于在长沙

建成省花鼓戏剧院剧场，“最初建戏院是希望

能让市民更好地听戏，但随着听戏的人逐年

减少，剧团有生存压力，1994 年我们只好把

剧场租给了一家夜总会。戏院就成了长沙人茶

余饭后看节目、听相声、品杂技的场所”。

唱戏的机会少了，很多专业戏曲演员都纷

纷转行，有的考公务员，更多人选择了下海经

商。像李小嘉、王永光等依旧坚守的戏曲演员，

也渐渐去红太阳大歌厅、港岛夜总会等娱乐场

所演出。李小嘉回忆，1995年自己也去“跑场子”

了。“我们当时排了两个小品《春来茶馆》和《立

交桥下》。”李小嘉坦承，“跑场子”给戏曲演员

补贴了生活，“当时演一场是 40 元钱报酬，真

的觉得收入好高咧”。

幕后：李湘用最便宜的化妆品上台
“1997年 1月1日，湖南电视台1套节目正

式上星播出，我申请的化妆科也就应运而生了。”

罗红涛回忆。节目要上星，包装是重要的一环，

也就是从那时起，《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

等节目开始有主持人造型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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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岁进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后，我这辈

子就与表演结了缘，今年 74 岁我还舍不得离

开咧。”9月23日，在潇湘电影集团的录影棚里，

李小嘉笑着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

1965 年，因在花鼓戏《打铜锣》中出演泼

辣的农村妇女，李小嘉在全国一炮而红，观

众热情地称她为“林十娘”，毛主席和周总理

也接见了她。虽然被观众喜爱，李小嘉说当年

完全没有“明星”的概念，“那个年代，大家就

是分工不同”。

李小嘉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湖南人的娱

乐活动很少，业余时间能看场戏都是很高级

的享受了。“当时我们剧院每天有两场演出，场

场爆满，每次演完，观众总会拦着我们不让走，

要我们多唱几段。”虽然李小嘉等人演出很多，

台前幕后：   化娱乐“湘”结合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寒冰  供图：受访者

娱乐，最能够印证
一个时代的生活轨迹。

改革开放，文化繁
荣，视野拓展，创造力
激发，这一切因素给予
了湖南文艺圈无边无界
的发展空间。层出不穷
的娱乐种类让民众精神
需求得到满足，在娱乐
方式的转变中也体现出
了人们对生活和理想的
诉求。

李 小 嘉 与 罗 红 涛，
一位是全国著名的花鼓
戏旦角，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一
位是湖南卫视首席化妆
师，成功为汪涵、何炅
等明星化妆造型的幕后
大咖。这两位与湖南文
艺圈接触最近的女性，
一个站在台前演绎，一
个藏在幕后妆扮，也就
在她们台前幕后的交替
中，见证了湖南文艺圈
40 年的发展与变化。

衣

/

食

/

住

/
行

/

游

/

教

/

文

/

卫

/

2018年9月27日  首席编辑／陈寒冰   
美编／王蕾   E－mail：chenhb@fengone.com

如今——

台前：74岁的娭毑，每月20 天拍戏
随着湖南电视的蓬勃发展，李小嘉成了资深

电视人。2014 年，70 岁的李小嘉又加盟了湖南经

视大型直播情景喜剧《逗吧逗把街》，在剧中饰演

米粉店老板娘李春花，再次受到老百姓的热捧。

“因为《逗吧逗把街》是日播剧，现在每个月

我会有 20 天时间在拍戏。”在片场，神采奕奕的

李小嘉一点都不像七旬老人。而除了拍电视，李

小嘉如今还是很多戏曲节上的嘉宾。“前不久刚带

着学生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戏曲节。”李小嘉说，随

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推广，越来越多年轻人接受

并喜欢上了戏曲，甚至一些民间戏曲团都是“90 后”

的年轻人在打造。

“如今年轻人遇到了好时代，观众又重新喜欢

上了传统戏曲。有了这么好的基础，湖南的传统文

化只会越传越香。”李小嘉说。

幕后：讲究越来越多，化妆越来越难
2012年，综艺节目《百变大咖秀》出炉，让明

星化妆有了质的飞跃。“跟国际接轨，使用好莱坞的

化妆方式，把明星化妆造型成新模样。”罗红涛说，

如今化妆也不怕花钱了，化妆间里给大家准备的化

妆品越来越高档。

“随着高清电视的普及，明星里精致的脸蛋越来

越多了。”罗红涛感慨，以前明星们化妆是用加法，

而如今则不断用减法。“明星们流行裸妆，很多艺人

也都有了专属化妆造型师。”伴着微整等美容技术的

发展，明星的脸就像湖南人的日子一样更加精致了。

21 世纪初——

台前：方言剧兴起，观众追捧
春花秋月，幕启幕落，花鼓戏、湘剧等地方戏

剧渐渐在湖南本地不吃香了。2004 年，60 岁的李

小嘉转身成为了电视演员，投入湖南经视方言剧《一

家老小向前冲》的拍摄工作，在剧中担任严婶一角。

“这部戏一拍就是 8 年，陆续拍摄了八百多集

咧。”李小嘉说，因为饰演的严婶亲切、朴实，深

得观众喜爱，她也从花鼓戏名角的低落中再次找

回了观众的宠爱，“当时在街上，很多观众见到我

就喊‘严婶’，还有人总是拉着我说家常，他们就

觉得我是隔壁邻舍一样亲切。”

而这一拨方言剧的兴起，也让湖南花鼓戏、

湘剧、相声、小品演员周卫星、李清德、杨珊珊

等人都转行走入了电视，湖南文艺圈又出现了百

花齐放的局面。

幕后：主持人明星化，汪涵也讲究个性
湖南原创电视节目越来越多，主持人与明星在化

妆造型上就愈加讲究个性。“我记得当初汪涵刚主

持时，就是青春小伙子造型。”有次汪涵留着胡须，

带着一副黑框眼镜来台里上班，大家一看就觉得“有

明星范”。也就从那个阶段开始，汪涵固定了自己的造

型，主持人也变得明星化了。“以前明星上节目，头发、

妆容都不敢乱动，但随着2004 年《超级女声》等

选秀节目火爆后，个性化造型逐渐走红。”罗红涛说，

当时李宇春、张靓颖等人的妆扮很要花心思，也就

从那时起，湖南电视节目引领了中国时尚潮流。“当

时我们湖南台兴起什么妆容，年轻人就模仿什么。”

上世纪 80 年代——

台前：看戏是享受，观众拦着演员不让走

但当年演员的收入和普通工人也

差不多。“1978 年前，我的工资

是 40 块钱，80 年代初涨到了七

八十块，再到后面就是一百多块了

……”李小嘉回忆，“当时我们演

出一场的劳务费是三毛钱，是可

以在南门口吃碗粉的。”

幕后：
明星看起来是那么陌生
1980 年，罗红涛进入湖南电

视台工作，成为台里唯一的化妆师。

“当时湖南电视台没有综艺节目，我

主要是给湖南台拍摄的电视剧做化

妆。”像《乌龙山剿匪记》等电视

剧，才有罗红涛这样的专业化妆师

参与。

“当时的电视节目，基本不用化

妆师的。”罗红涛回忆，彼时也没有

主持人这个称呼，湖南电视台的主

播们上节目前，就自己折腾。“她们

也就是抹点粉底和口红，让皮肤看

起来白净一点，再把头发弄得整齐

干净就行。”罗红涛说，那时没有

明星这个词，化妆在很多人眼里更

是陌生。

上世纪 90 年代——

台前：流行风刮起，剧院变成夜总会

罗红涛特别记得，《快乐大本

营》开播前挑选主持人，台里安排

李湘来她这里试造型。“那会儿化

妆很简单，就是把李湘往时尚、年

轻、活力的方向打造。”翻看当年

的定妆照，罗红涛笑着说：“给李

湘她们化妆时，就用最便宜的奇士

美化妆品，然后搭配背心裙、小靴

子等服装。现在看起来有点土，但

当时很是洋气了。”

1997年7月11日，《快乐大本

营》开播，“快乐旋风”瞬间席卷

全国，明星娱乐大众的时代悄然开

启。为了让自己上镜更好看，罗红

涛与化妆科两名化妆师，成了很多

明星们“讨好”的对象。“当时，明

星没有助理和经纪人。无论是那英、

韩红还是葛优等明星来长沙录节目，

都是独来独往，所以他们来湖南台

化妆都需要排队。”

1972 年李小嘉 ( 左 ) 主演《送货路上》剧照。.

罗红涛与汪涵合影。

文

当年《快乐大本营》主持人化妆
造型就是以青春健康为主。

扫一扫，分享湖南
文艺圈幕后故事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