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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州花鼓戏冶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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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所,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衡州花鼓戏肇始于南宋,其雏形是一种叫“车马灯“的民间歌舞,定型年代已经找不到确切记载,正式版本发

现于明嘉庆年间,形成流行于清同治年间。 它是以衡阳地方方言为舞台语,结合地方农耕文化和民间劳动生活,融合山歌、傩
舞、木偶戏、皮影戏等艺术提炼而成的湘南花鼓戏一流派。 其声腔以其本土唢呐调子和川子调为主,音乐活泼开朗、高雅、激
昂,载歌载舞,表演方式多样。 活动范围分布甚广,省内有衡阳等湖南 20 多个市县,省外流传至广东、江西等地。 可查考的职

业戏班有荣华班、云开班、会元班等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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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衡州花鼓戏冶淤是一种明末清初流行于湖南省

湘南地区的民间剧种,以衡州方言稍加提炼为舞台

语而形成的湖南花鼓戏一流派,正式剧本流行产生

于清中叶。 “衡州花鼓戏冶融合元、清两朝北方少数

民族的草原文化的粗犷,凝结着中原文化的厚重,湖
湘文化、南岳文化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衡州花

鼓戏冶题材常常来自耕耘、纺纱织布、采茶、扶桑、人
间烟火,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细节。 人们四时八节,
捕鱼狩猎,从中产生的灵感、兴趣,以至渔歌互答,山
歌对唱,打夯、拉纤等都提炼到戏曲中,表演形式随

处随地,不拘一格,粗犷自然,风趣、幽默,包罗万象,
别开生面,体现人民对自然天成,生态优美的欣赏,
对朝廷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向往,对伦理、道
德、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

一摇 衡州花鼓戏源起

衡州花鼓戏,各地名称不一,在衡阳、衡南、耒
阳、常宁一带称之为“马灯冶,攸县、茶陵一带称为

“地方鼓冶,安仁一带称为“花灯冶,永兴江左一带也

叫“花灯冶,江右则叫“唱调冶,倒是祁东、祁阳、邵东、
邵阳等地叫为“花鼓戏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被称为衡剧,1954 年,湖南省文化局曾命名为衡

阳花鼓戏,1983 年编修《中国戏剧志·湖南卷》时定

名为衡州花鼓戏。
自古以来,湘南地区的民间小调和歌舞都很发

达,早在南宋时代,史籍上就有“州民为百戏之舞冶

的记载,衡州花鼓戏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与灯

会、采茶、傩舞联系十分紧密。 衡州花鼓戏的雏形是

一种叫“车马灯“的民间歌舞,由一丑一旦表演,后
来增添了说白和故事情节表演,形成一丑一旦的

“二小戏冶,用呐子伴奏,后来又产生了小生角色,发
展为以“三小冶见长的衡州花鼓戏。 据说,“三小戏冶
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非常流行。 由“三小戏冶发展

“多角戏冶,衡州花鼓戏的形成年代没有确切记载,
大约是在清同治年间,已有剧本流传。

“衡州花鼓戏冶带着祖先的神韵原创于本土,结
合了民族历练与风雨,通过继承与创新,让自然与生

态、劳动与科学、生活与智慧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发

展过程中,“衡州花鼓戏冶吸收了儒家文化的包容和

谐、内敛、天人合一的思想,熔铸了原始儒家哲学、原
始道家哲学、宋明新儒学哲学和大乘佛学于其中。
衡州花鼓戏舞台上,演绎出历代才子佳人、帝王将相

的迂腐与荒唐,赞扬农民起义中的英雄好汉。 小商

人、手工业者、鱼翁樵夫、流浪者、受冻挨饿的老百

姓、穷困潦倒的书生、受到凌辱的青楼妓女,在戏剧

中普遍成为主要人物形象,其宣扬大都离不开儒家

所倡导的忠、孝、节、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
衡州花鼓戏也受到唐诗宋词,元曲、宋人评话的

艺术影响。 关汉卿、马志远、王实甫、白朴对曲谱的

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书评述唐诗、宋词、元
曲开戏剧文艺之先河。 湖南原本蛮荒之地,经历过

少数民族的大入侵、各民族大渗透、南北人口的大迁



徙。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通过交易、生产、生活,慢
慢地产生了共同语言、共同文化,所有的民间戏剧艺

术都从中吸收演变、渲染发展。
元末明初南戏,明代民间傩舞、采茶歌,对“衡

州花鼓戏冶的形成影响较大,灯会、采茶、傩舞及民

间歌舞是形成“衡州花鼓戏冶的基础。 “衡州花鼓

戏冶在衡阳、常宁一带之所以曾称为马灯,实沿于车

马灯的称呼。 车马灯是当地新春正月十五灯会中的

一种歌舞形式。 白天走家串户,晚间张灯玩耍,亦有

耍龙灯的凑合着花灯耍,有大户人家讲脸面的开席

办酒招待,或搭临时戏台,请来唱上几曲小戏。 民间

叫打座台,也叫打座场,热闹非凡。
傩舞艺人与衡州花鼓戏艺人交往甚密。 有的身

兼两艺,他们白天做法事酬神,称内坛,晚上唱花鼓

戏娱人,称外坛。 内外坛长期合作,使酬神中“盘

洞冶、“合神冶等法事程序衍变成花鼓戏“大盘洞冶来。
衡阳湘剧、木偶戏、皮影戏对衡州花鼓戏的多角

戏的形成也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声腔演出剧目

上也多有借鉴。 衡阳湘剧、木偶戏、皮影戏渗入以

后,使“衡州花鼓戏冶经历一个半灯、半戏的阶段,使
之引进了“南、北路冶声腔。

同时,宗教活动对衡州花鼓戏的形成也有着重

要影响。 衡州境内的南岳衡山,是著名的宗教圣地,
古刹庙宇甚多,香火繁盛。 每年 7 ~ 9 月间,民间的

酬神活动十分频繁。 酬神时必请师公设立法堂,这
种法堂多是师公与花鼓戏艺人的合作,有的则是一

套人马。 这种合作对衡州花鼓戏的发展有一定影

响。 如其“洞腔冶,便是由师公腔衍变而来。
到了清末,衡州花鼓戏已相当活跃,衡阳及其周

边各县市成立了许多戏班子,因为这种戏班子活动

范围广、时间长,被人称为“四季班冶,衡州花鼓戏的

早期班社多为业余性质,一般一个班子 8 至 10 人。
演员与乐队没有严格分工,基本上农忙务农,农闲从

艺。 新中国成立之前,艺人们的社会地位极低,20
世纪 30 年代后,由于社会动乱,衡州花鼓戏日渐衰

落,班社所剩无几。 20 世纪 40 年代日军侵入衡阳

后,戏班子几乎解散殆尽。 新中国成立前衡州花鼓

戏常遭查禁,艺人们只得躲进大戏班中到各地演出,
以致形成了与其他剧同台演出的状况,人称“调戏

班子冶,不过这种演出活动反而造就了衡州花鼓戏

在剧目、声腔以及表演形式方面的发展。 新中国成

立后,在国家对民间艺术的支持下许多专业的衡州

花鼓戏剧团又重新成立。
在地方戏剧发展的长河中,“衡州花鼓戏冶广纳

群技而得以完善,逐渐成为一颗璀璨的湘南明珠,其

内容丰富,曲调达 160 多种,或渔鼓、道情,皮影、木
偶莲花闹,劳动人民就地取材或模仿空山鸟语,成模

仿麻蝈闹塘,情趣独具。 欣赏赞美男女爱情,如五更

寒中的男女答唱,妙趣横生。
女问: “ 山 上 什 么 东 西 叫。冶 男 答: “ 山 上 鸟

儿叫。冶
女问:“山上鸟儿怎么叫?冶男答:“叽叽喳喳、叽

叽喳喳!冶
合:“叫得我好不伤心来哎嗨哟。冶
再如大盘洞安童与凤凰小姐就是拿劳动工具和

花鸟虫鱼盘问作答的。
凤凰问:“什么生来驼驼背,什么生来背驼驼,

什么生来带铁帽? 什么生来有对铁奶婆?冶
安童答:“牛杈生来驼驼背,犁弯生来背驼驼。

犁头生来带铁帽,犁壁生来一对铁奶婆。冶
凤凰问:“什么生来两公婆,一生一世不好和,

什么生来江河受冷冻,什么生来夜夜床上沤被窝。冶
安童答:“虾公虱婆两公婆,一生一世不好和,

虾公江河受冷冻,虱婆夜夜床上沤被窝。冶
其内容远比“黄梅戏冶中打猪草涉及内容广泛。

二摇 衡州花鼓戏起源时的传承谱系、活动及影响

范围

(一)传承谱系

考察衡州花鼓戏首先要考究曲的根源与形成年

代,学术界流传戏曲断代与戏曲联想两种,文艺界时

有争端,是先有戏还是先有曲呢? 其实对戏曲的理

解如同一首歌,是先有歌谱还是先有歌词呢? 有些

歌词曲作者各异,有些歌的曲谱及词作为一人所作,
填词就更玄了,仅一个词牌,在历史上流传几千年。
一部戏剧作品,人们只知戏中人,却不知道曲中戏。
如“孟姜女哭长城冶南北广泛流传,其词作万千,其
调却不变。 如衡阳地方流传的“十月之飘,十个月

古人,十个月赞妹,十个月怀胎,送郎送到五里坡,美
女南江,打鞭进城,十个月孟姜,十个月逢春。冶有山

歌对唱的,有莲花闹,有皮影戏唱腔,有二人转唱法

等许多形形色色的表演方式。 怎能将它们截然分开

呢? 戏曲都是来自大自然,劳动人们的灵感,人民将

之神化、模拟、塑造,艺术加工后自觉或不自觉的传

承下来,戏曲是相辅相成相关联的艺术品。
宋元明清在湖南地区流传的剧种里,衡州花鼓

戏是以衡阳地方方言为舞台语言形成的湖南花鼓戏

一流派,声腔以其本土唢呐调子和川子调为主,音乐

活泼开朗,高雅,激昂,载歌载舞,表演方式多样,山
歌、小调、小曲,二人转、三人转,渔鼓,道情,莲花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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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口相声等均可表演。 衡阳花鼓戏在衡阳、衡南、耒
阳、常宁一带叫马灯,攸县、茶陵一带叫地花鼓,各地

叫法不一。 1983 年《中国戏剧志·湖南卷》定名为

衡州花鼓戏。 衡州花鼓戏正式版本发现于明嘉庆年

间,形成流行于清中叶,传统剧目有 165 种之多,各
种剧本通俗易懂,各种剧目脚本亦被列入皮影、木偶

等诸剧种中。
(二)活动及影响范围

衡州花鼓戏流传分布甚广,省内有衡阳地区和

衡阳以外 20 多个市县,鼎盛时期流传至广东的白

石、乐昌、连州、韶关,东边流入江西大部乃至井冈

山。 电影《枫树湾》其中插曲:梭标亮堂堂,军威破

敌胆,跟着毛委员翻身得解放,哎嗨、哎嗨哟,翻身得

解放,其实就是衡州花鼓戏中 “采茶调冶 的翻版。
1973 这部电影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剧场上演时引起

一时轰动。
衡州花鼓戏在漫长的发展岁月里,影响到毗邻

地区的一些剧种。 明末、清初衡阳县金兰寺牛皮石

衡州花鼓戏老艺人,曲金曲银兄弟俩,曾在邵东水东

江佘田桥、石株桥、堡门前等地传艺,至今邵阳花鼓

戏“东路冶的部分剧目,声腔和衡州花鼓戏相同,民
间故有“衡邵不分家冶之说。 衡州花鼓戏流入粤北

山区后,广东九峰山、韶关、乐昌、白石林木采伐大都

请衡阳师傅,逢年过节生日喜庆,广东艺人请湖南伐

木师傅同台演曲。
衡州花鼓戏进入江西后,与采茶戏相互影响,莲

花、永新、宁冈等采茶剧团的主要腔系“神调冶与衡

阳花鼓戏中“神调冶几乎相同,剧目内容亦大同小

异,千百年来江西湖南以老表相称,故由此认同。
1949 年衡州花鼓戏伴随衡阳老兵进入台湾列

岛后,台北市为满足大陆老兵需要,特在台北市建立

衡阳花鼓戏业余剧团,团长曹敦发 1984 年曾率团回

衡阳与衡阳市花鼓戏剧团联谊演出,临别时台方赠

扁牌为念,衡阳市花鼓戏剧团则回赠影碟珍贵剧目

本等。

三摇 明末以来衡州花鼓戏剧目、戏班、杰出领班(传
承人物)与演员

(一)剧目

衡州花鼓戏的传统剧目共有 165 出。 按篇幅

分,小型剧目 104 出,中型剧目 35 出,大型剧目 26
出;就声腔分,以川调为主的戏 126 出,锣鼓牌子为

主的戏 27 出,小调为主的戏 12 出。 中小型剧目多,
川调剧目多是衡州花鼓戏传统剧目的特点。

传统剧目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取材于民间生活,反映劳动和爱情的生活,
如《磨豆腐》、《抖 》、《双采莲》、《送表妹》、《装癫吵

架》等;有讽刺、劝诫不良习气的,如《劝夫》、《劝

妹》、《戒洋烟》、《傅公子赶妻》、《打铁》、《龚瞎子缝

衣》等;有嘲笑小官吏的猥琐和卑鄙的,如《王保正

催粮》、《双打店》、《打鞭进城》等。
二是取材于神话、祭祀中的故事,如《铁板桥》、

《大盘洞》、《四仙姑下凡》等。
三是吸取地方大戏或皮影、木偶剧的传统剧目,

经过艺人不断加工整理居为己有,如《杨春龙》、《打
砖会兄》、《蜜蜂记》、《五鼠闹东京》、《卖丝鞋》、《抢
亲失妹》。

此外,也有根据当地真人真事编写的,如《谢满

瞎子抢亲》、 《东阳渡打铁》、 《双推磨》、 《杀子夺

媳》等。
衡州花鼓戏早期的传统剧目多无固定脚本,小

戏只有小调唱词是固定的,白口全凭演员即兴创作。
大戏只有故事梗概,艺人叫“乔路冶。 每晚演出之

前,先由有声望的老艺人讲“乔冶,即分配角色、讲述

故事梗概、出场先后、包袱扣子,然后有艺人到台上

即兴编奏,叫“水词冶;借用或固定的关键性台词叫

“钉子冶;因此同一出戏,因演员而异,伸缩性很大,
艺人把这种情况叫“江湖十八根路,路路相通冶。 经

过长期的演出实践,历代艺人主要运用口头创作方

式,互相取长补短,才逐步使现存的 160 余个传统剧

目趋于定型。
衡州花鼓戏的剧本语言通俗易懂,杂用土语乡

音,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厚。 舞台语言也常常借用

各流行地域的方言,如衡山一带使用衡山官话,安
仁、永兴一带接近郴州官话,但丑行仍然使用衡阳

方言。
(二)戏班、杰出领班(传承人物)与演员

衡州花鼓戏,根据艺人代代相传,清代咸丰、同
治年间,衡阳、安仁、永兴等地即有职业或半职业的

戏班。 可查考的职业戏班有:
荣华班:约成立于清光绪年间,是衡阳一带的早

期戏班。 班主屈传林(又名屈春林),艺名屈毛,世
代习师公,先辈曾从艺于“永兴坛冶。 屈毛组班后,
即请湘戏艺人文祥教戏,经常活动于台元寺、驼背

树、石头桥、花滩、渣江一带,培养人才较多,俗称

“马灯三鼎甲冶的丑角罗竹峰、王春茂、王其林出自

该班。 民国初由屈之堂弟屈云卿(小生)任班主,他
将祖上遗田八斗(亩)全部典当,为班内更换行头,
又请湘戏教师加强基本功训练。 民国十二年(1923
年),荣华班曾以王凤臣为代表在衡阳城加入老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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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是衡州花鼓戏加入老郎庙会最早的戏班。
衡州花鼓戏艺人皆以出自荣华班为荣,张廷玉

即是该班培养的著名小生。 戏班一直活动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后来部分艺人加入了衡阳市衡

剧工作队。
云开班:起班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是衡

山一带第一个常年四季班社。 班主丁云开(旦),衡
山白莲寺人,结交甚广,极重江湖义气,曾授门徒五

十余人。 此班经常活动于衡山、湘潭、攸县、茶陵、安
仁、酃县、醴陵等地。 演出剧目有《孟姜女》、《清风

亭》等,其《逃水荒》、《蔡坤山耕田》、《路边花鼓》、
《板凳堂子花鼓》等小戏受民间百戏、杂耍影响明

显,更有特色。 云开班一边演出,一边授徒,罗友余

(旦)、赵开成(丑)、旷志生(旦)都出自该班。 约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丁之门徒先后脱离丁云开自立门

户,遂散班。
会元班: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左右,衡山县

马迹桥艺人汪会元组班,自任班主,活动于衡阳、衡
山、双峰、湘潭、湘乡等县。 演出的剧目有 《大盘

洞》、《抢亲失妹》、《大上南京》、《杨春龙退婚》、《东
京大会》、《大下凡》、《阴阳错》、《阴阳扇》等大小百

余出戏。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汪会元去世,彭楚

臣(丑)继任班主。 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彭楚臣

去世,李培林(丑)继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李
少春(丑)继任第四代班主。 排演了《打铁》、《蔡三

游春》、《双采莲》、《小放牛》、《安安送米》等传统戏

和《骆四爹买牛》、《红灯记》、《沙家浜》、《两个党

员》等现代戏,很受群众欢迎。
南岳班:光绪末年(1908 年),南岳艺人康继周

组班,活动于南岳、店门、九观桥、石门、萱州河等地,
从业艺人有文江生 (生)、阳树生 (旦)、旷志生

(旦)、萧庚堂(丑)、罗友余(旦)等。 演出剧目以

《小卖酒》、《打皮掌》、《逃水荒》等最为著名。 康继

周去世后文江生、旷志生先生继任班主,旷的门徒谭

章生(生)、旷洋生(旦)、康知生(旦)号称孙猴子、
猪八戒、沙和尚,成为班内台柱,以演出《板凳堂子

花鼓》、《双采莲》 等戏最受欢迎。 民国三十一年

(1942 年)曾演出过抗日剧目《抓汉奸》。 新中国建

立后,部分艺人参加衡山县新衡剧团。 1956 年,南
岳班艺人阳树生已七十高龄,尚能饰演《拨火棍》中
的杨排风。

得胜堂班:宣统年间,名丑盛玉成(艺名盛阔

口)在衡阳县南乡(今衡南县)组班,常年活动于香

火坳、大泉亭、柞树坳、古山寺、月堡、保和墟、隆兴寺

等乡镇,以及常宁、耒阳、安仁、永兴、郴县等县。 盛

去世后,由他的门徒李四石(丑)、杨昌吉(金罗汉.
净)先后继任班主。 20 世纪 30 年代初,曾数次进入

江西砻市(现宁岗县)、莲花厅(现莲花县)、吉水县、
永新县等地演出。 名旦阳昌凯、唐家邦均出自此班。
所演小戏《蓝桥会》、《送表妹》、《小姑贤》、《逃水

荒》、《种油麻》等,为同时期班社所钦佩。 民国二十

五年(1936)李四石去世,李之门徒刘湘林(旦)继任

班主。 新中国成立时,衡阳市在演武坪开庆祝大会,
演出花鼓戏用的就是得胜堂班的行头。

得胜班:起班约在清末,民国十年(1921 年)左
右结束。 范老多(丑)、萧玉生(不详)、蒋贵和(生)
等先后担任班主。 此班驻地为衡阳长乐,与邵阳毗

邻,经常活动于邵阳灵官殿、堡门前、佘田桥、水东江

等地。 从艺的有名丑萧东腊肉,曾和屈毛同演《私
怀胎》。

熊佳凤班:民国元年(1912 年),安仁禾市白沙

艺人熊佳凤(旦)组建的安仁第一个民间职业戏班,
常年演出于安仁县乡及毗邻的今衡南县部分地区,
演出的剧目有《打鸟》、《磨豆腐》、《湘子服药》、《逃
水荒》等。 行头极为简陋,旦角头面、戏衣、唢呐等

用一个竹篮即可装下,群众戏称“竹篮班冶。
得胜堂班:与盛玉成主持的得胜堂班同名。 起

班约在民国五年前后,班主王春茂(丑)。 班内名丑

刘大顺擅演《刘海砍樵》中的刘海,《磨豆腐》、《哭
城》中的张古董,唱腔高亢婉转,最能感动观众。

得胜班:与蒋贵和主持的得胜班同名。 民国八

年,屈毛打伤中国国民党衡阳县党部委员李丰臣后,
荣华班被迫停演,屈毛的门徒王意林(旦)出面组织

此班,自任班主,活动于长塘铺、拦拢铺、罗洪亭、鸡
窝山、樟树、阳古坳等衡阳近郊。 班内名小生王平宣

以演《杨春龙退婚》、《大盘洞》、《江南院》等剧目闻

名。 还有屈家柏 (净、生)、冯绍殿 (丑)、冯名扬

(丑)、魏鹏程(丑)、何烈州(旦)、彭星林(丑)等。
彭星林培育了第一代女艺人刘诗梅。 民国二十三年

王意林去世,徒弟张廷瑶继任班主,维持到 1950 年

进城演出,部分艺人参加了大众衡剧团。
1949 年 10 月为了欢迎解放军进城,召开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暨解放衡阳庆祝大会。 衡阳市

军事管理委员会派代表到松茅墟邀得胜堂、三合堂、
荣华班的阳昌凯等二十余人来演武坪演出“蓝桥

会冶、“磨豆腐冶等传统节目。 演出结束后,即组建

“得胜衡剧团冶。 1950 年,改名衡剧工作队,任命谢

昭儒、张廷玉为正副队长,洪南楚为剧务主任。 后由

湖南省文化局定为民营公助剧团,派蒋经成、王炲光

任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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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衡剧工作队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抗美

援朝等各项政治运动,排演了“九件衣冶、“仇深似

海冶、“打击侵略者冶、“两兄弟冶等一批古装戏及现代

戏。 其“两兄弟冶曾风靡一时,上座数月不衰。
1954 年增派唐碧光驻队指导工作,改名“衡阳

市花鼓戏团冶,并调专业干部刘文恒、伍光华、范云

翠与剧团编剧刘剑风、李振威、陈兴义,导演刘郁林

等组成艺术工作室,创编了“红岩冶、“子云斩蛇冶等
一批有影响的剧目。

1955 年以来在全省戏曲、戏剧调演、会演中有

改编的传统节目“打鞭进城冶、“朱买臣卖柴冶、“打
铁冶、“恭伢子缝衣冶,创作的现代戏“秧冶、“两锅汤冶
等获得剧目奖同时演员张廷玉、刘昭应、刘冠群,乐
师梁承芝等获得演员与乐师奖。 整理传统剧目“水
漫蓝桥冶,新创“婆媳比武冶,古装戏“诸葛亮选亲冶参
加衡阳市专业剧团创作剧目,巡回观摩演出获奖。

为了保存资料,湖南省文化厅和衡阳市文化局

对部分优秀传统节目进行录像、录音,保存了老艺人

易致和、洪南楚、屈家财、罗魁元等主演的一批折

子戏。
1963 年,剧团分成了二队。 将分配来团的衡阳

市艺术学校学生编为青年演出队,原剧团成员编为

中老年人演出队,并确定青年队以排演现代剧为主,
演出了“不准出生的人冶、“刘四姐冶、“杨立贝冶等一

批现代戏。 其中“不准出生的人冶曾在湘西巡回演

出长达一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剧团停演。
1970 年继续清理阶级队伍,下放演职人员,彭

一林、魏得高、刘少玲等有影响的演员下放到基建

队、农村,老艺人洪南楚下放到厨房当炊事员。 1972
年剧团撤销建制改行跳“芭蕾舞冶,唱“样板戏冶。 粉

碎四人帮后,1978 年恢复衡阳市花鼓剧团建制。
20 世纪 80 年代,全省中、青年业务考核中,旦

行演员周恩兰、谢若梅、周冰获湖南省中、青年优秀

演员称号。 周桃英获湖南省优秀青年演员称号,艺
术骨干有生行演员:史玉宝、李飞宙、何健生、姚莉。
旦行演员:黄子玉、陈光华、冯怡、秦美玲。 净行演

员:曾林生、肖北方。 丑行演员:刘冠群、聂隆衡、屈
寿平。 乐员:李启栋、宋丽萍、刘辉衡。 舞台美术设

计人员冯国志、温斌、张景森。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衡阳

花鼓戏团步入了建国后第二个发展高峰期。 当时,
一个剧团难以满足衡阳市观众需要,逐开设百花、大
众两剧院。 演员超出二百多人,票房收入丰富,场场

满座。 加之汇演、义演、慰问演出,整个剧团几乎天

天演出,至今使人留恋不已。
自 1989 年以来,衡阳花鼓戏团亦随着快速的经

济发展步入鼎盛时期。 1989 年至今,剧团领导新老

更迭,已有四代人物,分别是刘松柏、廖大珠、刘晓

文、黄丽萍(在廖大珠任团长时,剧团演出时间多,
事务繁重,日常由三刘辅佐,即:刘晓文、刘冠群、刘
恢衡),廖大珠调离后由刘晓文任剧团团长。 刘晓

文荣调市文化局任职后由黄丽萍代理团长,兼剧团

支部书记。 剧团改制后,黄丽萍任衡阳衡州花鼓戏

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兼书记。
自 1989 年以来的 20 多年中出现的著名演员

有:杨小兰、廖寒梅、聂隆衡、尹东海、陈云初、史玉

宝、张华林、谢淑贞、麻望财、尹培德、芦秀兰、曾祁

阳、曾露月、杨少东、李岳英等。 二位女士颜芝芳、刘
玉华分别到郴州、资兴等地发枝开班。

1986 年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批准衡阳市文化艺

术学校正式定名为湖南省衡阳市戏曲学校,原校址

设在市展览馆内,现搬迁至华新开发区。 由政府拨

款补贴学费,从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对口生员,
源源不断为衡州花鼓戏培养输送优秀人才,使得衡

州花鼓戏曲艺术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我们坚信,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和文化

强国、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战略的实施,衡州花鼓戏

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重任。 她的存在和发展将偕同

衡阳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

一体冶建设发展而与时俱进、不断走向繁荣和昌盛!

注释:
淤 本文资料出于 1989 年版湖南地方戏剧志和衡阳市

花鼓剧团原百花剧院档案室。 原衡阳市花鼓剧团团长刘晓

文,副团长刘冠群,名演杨小兰,今衡阳市花鼓剧有限公司经

理兼书记黄丽萍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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