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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女老板李鲜群放弃红火生意，恢复成立邵东县清云祁剧团，

拿出90万元积蓄用于传承祁剧

痴心为祁剧，弃商从艺做传人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李宏伟

为了完成父亲心愿，不让传承百余年的清云祁剧失传，同时也为了自己从小酷爱的祁剧，她做出一个大胆决
定：放弃经营红火的生意，于2015年回到家乡恢复成立邵东县清云祁剧团，成为该剧团第五代传承人。两年来，她
从积蓄中拿出90万元添置了演出设备，带领演员们长期活跃在广阔的乡村舞台上，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她就是邵东县清云祁剧团团长李鲜群。

3月23日上午，邵东县火厂坪镇向阳村李氏宗祠内搭建的舞台前人山人海，掌声不断。邵东县清云祁剧团正
在这里表演大型祁剧《李渊回太原》，而这已是该剧团连演的第五天了。

离演出还有一个多小时，来自四面八方的
村民早早地来到演出现场，等待好戏开场。而
舞台旁的化妆间里，李鲜群正在进行演出前的
准备。只见她拿出镜子，摊开化妆盒，拍底色、
描眉、抹胭脂、佩戴头饰、穿戏服，每个步骤都
一丝不苟。

此次表演的《李渊回太原》讲述隋朝末年
太子杨广奉命给唐国公李渊母亲拜寿，看到李
渊之妻窦氏长得貌美如花，便心生邪念想霸
占，于是利用下棋与李渊打赌。李渊得知后，
一怒之下打掉其两颗门牙。杨广怀恨在心，兴
兵讨伐欲杀李渊，以解心头之恨。后来，李渊
一家在秦叔宝的搭救下，赶回太原。李鲜群今
年42岁，主攻花旦。在《李渊回太原》中，她饰
演李渊夫人窦氏。

祁剧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南地
方大戏剧种之一，在邵东城乡广泛传播，历史
悠久。3月19日，向阳村李氏五修族谱完成，
李氏宗亲决定邀请清云祁剧团唱大戏。上午
10时，演出开始。数百名群众或坐或站，看得
津津有味。“演得蛮好的，我们老百姓都喜欢看
戏，来的人非常多，十分热闹。连续演了5天，
每天上、下午各一场，我每场必看。”谭端志目
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一脸满足。

宁佐全今年81岁，火厂坪镇自兴村人。当
天，他和妻子欧慰娥租了一台车，从五六公里外
赶过来。“我两个儿媳妇都是向阳村李家的。听
说这里有戏看，我们连忙赶了过来。我们老百
姓都很喜欢看祁剧，看祁剧能当饭吃。”宁佐全
笑呵呵地说。看到大家兴致很高，宁佐全决定
个人出钱请清云祁剧团为乡亲们再献演一天。

李鲜群出身梨园世家，她的祖辈李大湘于
1892年自费在邵东县原黑田铺乡坝上村创办
了全县首家家庭戏班——清云祁剧班。此后，
剧社兴旺代代相传，至今已有130多年历史。
李鲜群的父亲李初阳是清云祁剧班的第四代
传承人，今年69岁。李初阳介绍，他13岁进入
清云祁剧班学艺，后来子承父业挑起传承大
梁，唱祁剧、表演邵东木偶戏。后来，邵东木偶
戏被邵东县文化馆发掘整理，并于2008年成功
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他本人被评
定为邵东木偶戏市级传承人。2008年，在苏州
举办的首届中国农民文艺会演中，邵东“清云
班”木偶戏《豆腐佬 豆腐婆》荣获银穗杯。

李鲜群从小受家庭熏陶，爱好祁剧。14岁
时，她进入清云祁剧班学艺，跟随父亲常年在
外巡演。1995年，李鲜群结婚。从那以后，她
退出演艺圈，和丈夫在邵东县城开过中巴车、
出租车，卖过衣服、鞋子，后来在邵东、长沙等
地办起了木材加工厂，还开办投资公司、经营
饭店。两口子勤奋努力，生意越做越大。

出身梨园世家，自幼进班学艺

几年前，邵东县委宣传部和县
文化部门找到李鲜群的父亲李初
阳，希望他将清云祁剧继续传承下
去，并进一步发展壮大。如何传承
清云祁剧？李初阳曾为此十分苦
恼，因为自己年事已高，而又实在找
不到合适人选，传承百年的清云祁
剧眼看就要在他手里失传了。

李初阳不是没有想到让儿女传
承自己的衣钵，但窘迫的家庭状况让
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李初阳有
一儿一女，儿子于2002年2月被确诊
为尿毒症晚期，每年光透析费、住院
费就高达十多万元，女儿李鲜群已外
嫁经商。多年来，弟弟的医疗费用全
部由李鲜群承担。怎么忍心让她放
下蒸蒸日上的生意，重操收入不稳定
的演艺旧业呢？如果女儿放弃经商，
单靠在外巡演的微薄收入，根本无力
承担儿子高额的治疗费。每次话到
嘴边，李初阳又咽了下去。

2015年，李初阳下定决心去找

女儿商量，希望她回家接管清云祁
剧，担任第五代传承人。父亲期盼的
目光、恳切的话语，令李鲜群纠结不
已。“单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回家传承
祁剧与在外经商相比，简直是天壤之
别。”李鲜群坦言，犹豫许久后，考虑
到自己从小酷爱祁剧和父亲的殷切
期望，更考虑到百年传承的清云祁剧
如果在她这一代失传，以后想找也找
不回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她的
心头。于是，她决定弃商从艺，回到
阔别20年的演艺舞台。

之后，李鲜群把自己弃商从艺
的想法告诉丈夫后，遭到反对，但性
格要强的李鲜群并没有打退堂鼓。
她说，不管怎样，她认准的事情就一
定要干下去。随后，咨询请教邵东
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后，她瞒着丈夫
立马行动，投资80万元置办了演出
设备，并通过自己半年的辛苦筹备，
于2015年7月在原清云班的基础上
恢复成立了邵东县清云祁剧团。

为了父亲心愿，弃商传承祁剧

邵东县清云祁剧团刚一恢复成立，
就在邵东县昭阳公园免费公益演出 3
天，演出现场人山人海，深受广大群众的
欢迎和好评。看到这一幕，李鲜群感到
无比欣慰，同时也增强了办好剧团、坚持
走下去的信心。

2016年10月，李鲜群的弟弟因病去
世，给全家以沉重打击，但她振兴清云祁
剧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这一年，李鲜群
又投资10万元，添加了演出设备，并陆
续招纳了一批固定的演职人员。目前，
邵东县清云祁剧团拥有固定的排演场
所，阵营强大，行旦齐全，剧团现保留移
植改编传统剧目 500 多个，有固定演职
人员36人，签约演员10人，并长年承接
寿戏、谱戏等，每年演出400余场，每到
一处深受老百姓欢迎。

虽然剧团条件有限，下乡演出条件
艰苦，演员每次都是自带被子打地铺睡
觉，但大家一想到演出受欢迎，一想到自
己是在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心里美滋滋的。两年来，李鲜群倾注了
全部心血，使祁剧艺术在困境中得到了
传承。2016年，清云祁剧被纳入邵东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今年3月
17 日，李鲜群被市文联、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联合授予第一批“邵阳市民间文艺
突出贡献人物”。

展望剧团的未来，李鲜群豪情满
怀。她说，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戏曲事业发展
的扶植力度也不断加大，传统文化的春天
已经到来。接下来，她将立足祁剧的保护
和传承，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积极
创办邵东县清云祁剧传习所，大力培养新
生力量，尽自己绵薄之力打造邵东祁剧品
牌。同时，她也希望政府部门加大对剧团
的扶植力度，资助一台舞台演出车和一台
中巴车，改善他们外出巡演的条件，使清
云祁剧能够不断发扬光大。

振兴清云祁剧，倾注全部心血

李鲜群（左一）和其他演员正在表演《李渊回太原》。 陈贻贵 摄

李鲜群生活照。 陈贻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