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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晒”村晚》。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林志刚 

王霞） 3 月 21 日，湖南省文旅厅专家组一行来到市

文化馆，对我市选送的四件湖南省重点群众文艺作

品进行现场“把脉问诊”，全力向着全国第二十届“群

星奖”发起冲刺。

“群星奖”是我国群众文艺领域的政府最高奖，

每三年评选一次，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个艺

术门类六个种类。经过严格选拔，我市选送的舞蹈

《“晒”村晚》《永远的嗅枪队》、小组唱《撮珠朵》和戏

剧《新定军山》成功入选湖南省重点群众文艺作品。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形式新颖，既贴近群

众生活，又能引发共鸣，全面呈现了邵阳群众文化的

多元与创新，充分凸显了邵阳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深

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专家们观看了舞蹈《“晒”村晚》的现场表演，以

及舞蹈《永远的嗅枪队》、小组唱《撮珠朵》和戏剧《新

定军山》三个节目的视频展示。在随后举行的研讨会

上，专家们畅所欲言，既有赞誉之词，更不乏真知灼

见。他们从主题立意、人物刻画、情节设置、矛盾冲

突、舞蹈编排、音乐表现、舞美设计等方面，深入剖析

了存在的问题，对 4 件作品逐一进行点评和指导，提

出打磨加工意见，帮助主创人员进一步提升作品的

艺术性和思想性，增强作品的观赏性和感染力，从而

提升冲击“群星奖”的实力。

接下来，我市将充分吸纳专家们的指导修改意

见，对这四件作品进行加工提炼、修改打磨、刻苦排

练，以最大努力和最优状态冲击全国群星奖，在全国

群星奖舞台上展现邵阳精彩，展示邵阳群众文化事

业的丰硕成果和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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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赛俭（左一）指导演员们排练邵阳花鼓戏

《白兔记》。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陈 贻 贵 通 讯 员 米 扬 

戴智红） “灯火里的中国

美丽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

怀广阔……”3 月 21 日，在

隆回县九龙学校七年级 142

班的音乐课上，学生们在音

乐老师彭萍的带领下学唱

周深版《灯火里的中国》。

近日，邵阳籍歌手周深

的四首代表作被纳入九年

义务教育的音乐教材，彭萍

第一时间将这四首歌曲纳

入课堂教学与校园合唱社

团排练计划。她以学生熟悉

且喜爱的家乡榜样为切入

点开展教学，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并引导学生以周深

为榜样，在学习上不怕困

难，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勇

往直前，用努力书写属于自

己的辉煌篇章。

“周深用自己的才华和

不懈努力，在音乐领域取得

了非凡成就。如今，他的作

品入选教科书，这是非常好

的教育契机。我希望通过教

唱他的歌，用榜样的力量激

励同学们，让大家明白只要

有梦想、肯拼搏，就一定能

实现自己的价值。”彭萍动

情地说。

在歌曲学唱过程中，学

生们的反应格外热烈，原本

就熟悉周深的他们，对于这

次特殊的音乐课满怀期待。

课堂上，彭萍不仅教学生们

歌唱技巧，还深入解读歌曲

中描绘的新时代中国繁荣

景象，引导学生感受家国情

怀。“我没想到能在音乐课

上学周深的歌，很激动。唱

的时候，感觉特别亲切，让

我更加理解歌曲里的温暖

和希望。”隆回县九龙学校

七年级学生刘子扬说。学生

刘羽菡也表示，周深是邵阳

的骄傲，她要好好学习，像

周深一样，勇敢地去追求自

己的梦想。

师 生 学 唱 周 深 歌 曲

唱 响 梦 想 旋 律

从 1985 年开始，李赛俭担负起传承戏曲艺术的

责任，先后将自己多年的表演技艺、经验感悟传授

给 9 位徒弟，并有 4 位亲授的再传弟子，使他们逐渐

成长为邵阳花鼓戏舞台上的中坚力量。

退休后，李赛俭并未选择安逸，而是更加积极

地投身于传承与保护邵阳花鼓戏的事业中。“我从

小就热爱表演，对花鼓戏的喜爱从未改变。过去在

舞台上摸爬滚打、积累经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

将所学倾囊相授。”说起花鼓戏，李赛俭的眼睛里闪

烁出坚毅的光芒。

作为传承人，李赛俭认为，“出人出戏出精品”

是代表性传承人的职责和追求。为更好地保护传承

邵阳花鼓戏，她为学生找好编剧、写好剧本，还会根

据每个人的特点为他们推荐角色。嗓子好的徒弟，

就让其多发挥唱功优势；基本功好的，则多安排动

作表演。她致力于传承利用优秀传统剧目，采用现

场传艺、课堂讲艺、剧目学艺、录像论艺等方式，亲

授艺徒《磨豆腐》《劈棺》《刺客》《边桃边李》《春草闯

堂》《洗罗裙》等近 20个剧目。

作为导演，李赛俭邀请曹禺剧本奖获得者、著名

编剧吴傲君，将优秀传统小戏《磨豆腐》改编为花鼓大

戏《豆腐西施》，希望以此推动邵阳花鼓戏的创新传

承。在内容上，该剧扩充具有现实意义的戏剧情境；表

演上，创造了新的表演动作程式，融入了当今大众追

求的审美理想。凭借演员们精湛的表演、幽默俏皮的

台词和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花鼓戏《豆腐西施》在第

七届湖南艺术节大放异彩，荣获“新创剧目奖”，并获

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和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李赛俭在多部剧中担任导演，并多次获奖。在

邵阳花鼓戏电影《儿大女大》中担任艺术指导，该剧

赴北京参加全国基层院团演出，历经三十年、三千

场、三代人，创造了现代戏的奇迹。她凭借执导花鼓

戏《山乡工匠》获湖南艺术节“田汉导演奖”。在《宝

莲灯》中担任复排导演，该剧在湖南艺术节中获“优

秀复排展演剧目奖”。在小戏《提灯正传》中担任表

演指导，该剧在湖南艺术节获“田汉小剧目奖”，同

时参加首届全国小戏小品展演，荣获优秀剧目奖，

并入选了文旅部公布的“全国舞台艺术优秀节目创

作扶持计划”2025 年“以人带戏”指导扶持项目名

单，全国仅有 15部剧目入选。

在李赛俭的悉心培养下，她的徒弟张佳媛连续

六次获“田汉表演奖”，曾玲珑、刘丰艳均获“田汉表

演奖”，刘华多次在全省各类比赛中崭露头角。由刘

华主演的邵阳花鼓戏《边桃边李》入选 2023 年全国

地方戏精粹展演名单。在“湘戏新角”2023 全省青年

戏曲演员大赛决赛中，刘华表演了花鼓戏《磨豆腐》

选段，饰演孙彩花一角，将其聪慧贤淑的形象和充

满着欢快逗趣的磨豆腐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斩获

“十佳新角”。第八届湖南艺术节上，刘华凭借在邵

阳花鼓戏《宝莲灯》中对“圣母”一角的精彩演绎，喜

获“复排剧目表演奖”。

李赛俭对花鼓戏的坚守和执着如同一束光，照

亮了邵阳花鼓人前行的道路，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年轻演员加入到传承队伍中来。3 月 12 日，文化和旅

游部公布了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名单，李赛俭榜上有名。

步履不停 传承艺术瑰宝

“戏无情不感人，戏无理不服人。”

在李赛俭看来，要演好角色，必须不断

探索，挖掘人物的性格核心，丰富剧中

的人物，使之更有新意，这样塑造的人

物形象才能产生极强的感染力，获得观

众认可。

为了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完美，

李赛俭秉持对艺术的极致追求，凭借耐

心、专注与坚持，不断学习积累，赋予经

典新的内容。她深入钻研，善于汲取京

剧、梆子、湘剧、祁剧、汉剧等大戏剧种旦

行表演艺术的长处，创造适合剧情、人物

性格的新颖表演程式和套路，发展并提

升了邵阳花鼓戏旦角的演唱艺术，创新

邵阳花鼓戏旦行唱腔、念白、水袖演绎的

表演技巧，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对戏曲的刻苦钻研，让李赛俭塑造

的人物细腻而丰满，令人印象深刻。在

传承优秀经典剧目《磨豆腐》时，李赛俭

发现传统的推磨表演比较呆板。于是，

她根据舞台表演需要予以改造，将顺手

推改为反手推，设计出夫妻边走边推的

动作程式，使其更贴近生活，动作锤炼

更具戏曲性与舞蹈性。该剧“捶背”一

段，也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设计出

云手捶、单手捶、坐盘捶、鹞子翻身捶等

动作程式，让动作优美舒展、有趣俏皮，

画面生动活跃，充满情趣。

从艺以来，痴迷于戏曲表演的李赛

俭在舞台实践中不断突破自我，善于在

继承中创新。她主演过《桃李梅》《娇蛮

公主》《牙痕记》《儿大女大》《磨豆腐》等

70 余个剧目，精心塑造了百余个性格

迥异、特色鲜明的角色，曾获评剧团最

佳女主角、省、市优秀表演奖、全省“优

秀中年演员”称号，摘得中国戏曲“红梅

奖”银奖，入选“全国名家传戏——当代

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

精研专究 创造经典角色

自幼耳濡目染，李赛俭对邵阳花鼓

戏产生了浓厚兴趣，登上舞台唱戏成为

她儿时的梦想。1969 年，年仅 14 岁的李

赛俭听闻市花鼓剧团招生，便瞒着家人

前去报考，没想到竟考上了。从此，她踏

上了追逐戏曲艺术梦想的人生之路。

进入剧团后，李赛俭师从花鼓名旦

唐伟红，苦练基本功。“我最苦的一次，

是为了出演《潘金莲》，一个月瘦了 8 公

斤。”除了下苦功夫，李赛俭还善于琢

磨。她认真学习其他演员的演唱技巧，

模仿他们的形体动作，台下又加紧练

习。每一个角色的唱腔、动作、走位，几

乎都被李赛俭刻入脑海。在排练经典花

鼓小戏《磨豆腐》时，吃饭喝水的间隙，

李赛俭都在思考如何把角色塑造得更

好。通过自己的思考，她把舞蹈、日常生

活中的动作融入到戏中。

此外，她还通过参加培训班不断提

高自己的演技。1984 年，李赛俭参加了

湖南省旦角表演艺术班、中青年戏曲演

员讲习班学习，得到孙毓敏、李德富、胡

芝凤等各界艺术名家指点，亲授《红娘》

《痴梦》《挂画》《拾玉镯》等剧目。

凭借天分、勤奋以及恩师的悉心指

导，她的演技日益炉火纯青。“从学艺至

今，我习惯主动探索、钻研，刻苦好学。

我始终相信技多不压身，多学一项技

能，多掌握一种表演方式，在塑造角色

时就能有更多的创作可能。”李赛俭说。

李赛俭主攻青衣、花旦，兼及嫂子

旦、彩旦、武旦和反串小生。无论是花旦

的灵活俏丽，青衣的端庄典雅，还是小生

的温文尔雅，她都能够很好地拿捏。凭借

出色的唱功、身段与表演才能，李赛俭迅

速脱颖而出，成为剧团中的佼佼者。

以梦为马 结缘戏曲艺术

“这个动作幅度要大，才能精准地传达角

色的情感。”3月18日，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

心排练厅内，传来阵阵流畅优美的曲调。一级

演员、邵阳花鼓戏国家级传承人李赛俭，正在

一对一帮助演员们调整唱腔念白，手把手细

抠表情动作，复排参加“周末剧场”惠民演出

的花鼓戏《白兔记》。

虽然今年70岁，但李赛俭精神矍铄，岁

月似乎并未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从艺56

年来，她怀着满腔热爱，从邵阳花鼓戏老一辈

表演艺术家手中接过传承的“接力棒”，培养

出9名徒弟成为花鼓表演骨干，为邵阳花鼓

戏的传承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让这朵绚丽

的艺术之花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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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赛俭在邵阳花李赛俭在邵阳花

鼓戏鼓戏《《桃源盘洞桃源盘洞》》中饰演中饰演

配角凤凰配角凤凰。。

李赛俭李赛俭（（左左））指导徒指导徒

弟刘华排练邵阳花鼓戏弟刘华排练邵阳花鼓戏

《《宝莲灯宝莲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