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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邓思艺） 3 月 29 日、30 日下

午，贺绿汀大剧院锣鼓铿锵、戏韵悠扬，

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周末剧场”惠

民演出连续上演两场经典花鼓大戏《儿

大女大》《白兔记》，为广大戏迷奉上了

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引来阵阵热烈掌

声和叫好声。

随着锣声响起，周六下午的演出正

式拉开帷幕，首场亮相的是花鼓戏《儿

大女大》。该剧讲述忠厚勤劳的贵满早

年丧妻，独自一人将三个儿女抚养成

人，本应安享晚年的他，却因儿女的经

济负担而不得不继续劳作，甚至上山烧

炭以维持生计。剧中，寡妇和秀的进山

探望，更是引发了一场误会风波。自

1988 年首演以来，《儿大女大》已走过

了 37 个年头，累计演出超过 3000 场，并

在 2006 年荣获湖南艺术节最高奖“田

汉大奖”及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该

剧以小人物的命运为切入点，深刻反映

了社会现实生活，通过诙谐幽默的笔

触，对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啃老”现象

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批判，让观众在欢

笑之余，品味到其中的苦涩，引人深思。

周日下午，经典古装花鼓戏《白兔

记》接棒上演。该剧讲述了刘智远与李

三娘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刘智远

因家境贫寒而入赘李家，却饱受欺辱，

无奈之下投军离家。妻子李三娘在家中

饱受兄嫂欺凌，被逼改嫁，但她宁死不

屈。多年后，儿子咬脐郎在打猎途中偶

遇白兔，一路追逐，竟意外与母亲李三

娘重逢，一家人终得团圆。

两场演出均以邵阳花鼓戏独有的

婉转唱腔呈现，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

弦，悲欢离合尽在其中。演员们凭借精

湛的演技，将剧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让

戏迷们尽情享受了“周末剧场”带来的

欢乐时光。演出现场，观众席中既有头

发花白的老戏迷，也有年轻的戏曲爱好

者，更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领略邵

阳花鼓戏的独特魅力。老戏迷唐瑶在观

看了两场演出后，难掩激动之情：“两场

花鼓戏我都看了，真是深受教育和启

发，让我过足了戏瘾！”

戏迷们尽情享受“周末剧场”欢乐时光

好 戏 连 台 过 足 戏 瘾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李泱） 3 月 25 日，市博物馆

联合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走进

市三中，共同开展思政课进校园活动，

为学生们带来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思政课上，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杨婷

以其生动的讲述，带领学生们走进了严

怪愚揭露汪伪政权卖国行径的惊险历

程，让学生体会“一支笔胜过千军万马”

的精神力量；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刘乐圆讲述了

“姚一刀”姚喆将军的传奇故事。她通过

生动的叙述，还原了这位开国中将在战

场上的英勇身姿，让学生们感受到了革

命军人的智勇双全和崇高精神。课堂

中，学生们被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和

崇高精神所感动，他们时而聚精会神地

聆听，时而踊跃回答问题，分享自己的

感受和体会。这场思政课不仅是知识的

传递，更是一次思想的引领。

此前，思政课进校园活动已走进湘

珺铭志学校、湘中幼专附属小学、市六

中。通过将思政课堂搬进校园，活动为

青少年学生们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

精神洗礼。

市博物馆作为“思政课进校园”建

设的重要平台，通过“馆校合作”模式，

充分利用双方丰富的资源，为学生们

提供了更加生动、直观的思政教育体

验。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

继续深化与学校的合作，持续开展“思

政课进校园”活动。同时，他们还将进

一步挖掘邵阳地区的优秀文化资源，

策划更多富有创意和感染力的思政课

程，让思政教育真正“活”起来，铸魂育

人“实”起来。

馆校合作让思政教育“活”起来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陈欢） 3 月 26 日，资江学校

校园里弦歌不辍、雅韵悠扬。由湖南省

祁剧保护传承中心举办的戏曲名家进

校园“祁剧课堂”活动在此精彩上演，为

广大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

文化盛宴。

一级演员、湖南省祁剧保护传承中

心主任肖笑波携一众青年演员走进校

园，与师生们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

化对话。主讲人肖笑波以专业的视角，

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们阐述了戏曲与戏

剧之间的区别，并重点介绍了湖南历史

最为悠久、流传地域最广的地方传统大

戏剧种——祁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祁剧承载着 500 余年的深厚历

史与文化底蕴。

为了让学生们更加直观地感受祁

剧的独特魅力，活动中特别展播了经典

剧目《昭君出塞》。同时，湖南省祁剧保

护传承中心的 00 后青年演员章洁、王

若涵现场演绎了祁剧折子戏《挂画》。演

员们以其精湛的专业技艺，举手投足间

尽显祁剧的神韵，一颦一笑皆生动传

神，深深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位学生。学

生们聚精会神地观看，陶醉在这古老艺

术的魅力之中，每到精彩之处，现场便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活动现场，“小戏迷们”扮上了生、

旦、净、丑等祁剧行当装扮，并展示了戏

曲的形体动作，如推门、过门槛、上马扬

鞭、小五花、水袖舞等，让学生们更深入

地体验祁剧表演艺术。通过亲身体验，

学生们深刻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无限

魅力和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焕发的顽强

生命力。

祁 剧 进 校 园 古 韵 润 童 心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尹晓晖 钟丁涛） 邵阳农

民歌手石冬有了新身份！3 月 29 日，

石冬被吸纳为市音协新兴音乐群体

工作委员会团队新成员，并担任该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市

新兴音乐群体不断壮大。其中，《早安

隆回》的火爆出圈，不仅让基层创作

者袁树雄等人在全国范围内声名鹊

起，更彰显了邵阳音乐创作的蓬勃活

力和无限潜力。非遗苗歌传承人阿苗

千千，通过多次海外出访，成功将邵

阳民族音乐推向了世界舞台。这些成

功案例，无不证明了我市新兴音乐群

体在艺术创造力和社会影响力方面

的强大实力。

市音协新兴音乐群体工作委员

会于 2022 年 8 月成立以来，创作了很

多得到社会认可、广泛传播的优秀作

品，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歌手，并通

过举办春晚和各类文艺演出、组织大

学生草坪音乐会、参加各类比赛等，

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今年 1 月 25 日晚，在央视播出的

《星光大道》2024 年度总决赛节目中，

来自新邵县的农民歌手石冬，以农民

兄弟淳朴的性格气质和家国情怀，凭

借一首首动听的歌曲，最终获得年度

亚军。

1985 年，石冬出生于新邵县雀塘

镇龙头村。从小，他就对音乐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尤其对唱歌情有独钟。

家中的收音机成为了他儿时最宝贵

的“玩伴”。尽管家庭条件有限，未能

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但石冬从未放

弃对音乐的热爱。高中毕业后，他外

出打工，直到 2019 年因母亲身体原因

回到家乡，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

照顾母亲。回到家乡的石冬并没有放

弃音乐梦想。他在抖音、唱吧等网络

平台创建账号，分享自己的歌曲演

唱。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还

是在线上线下，他都坚持不懈地练习

唱歌，并自学了吉他、钢琴等乐器。

2023 年，一首翻唱歌曲《空心》让

石冬在抖音上收获了大量粉丝。同年

10 月，他在抖音平台私信里收到了来

自央视《星光大道》节目组的邀约信

息。在 2024 年 2 月 24 日的节目中，他

凭借一首《无情的情书》成功夺得《星

光大道》2024 年度首位周冠军。随后，

他又凭借《想你的夜》《输了你赢了世

界又如何》等歌曲，获得了《星光大

道》2024 年度首个月冠军。

对于被市音协新兴音乐群体工

作委员会吸纳为新成员，石冬内心无

比激动。他表示，音乐一直是他生命中

最明亮的星，无论是田野间的风吟还

是城市中的律动，都能深深触动他的

心灵。作为新成员，他将积极参与排练

与培训，努力提升演唱技巧和创作能

力。同时，他还将通过公益演出、参与

音乐交流等方式，致力于用音乐传递

社会正能量。石冬表示，他将以谦逊之

心扎根团队、扎根生活沃土，以热忱之

魂拥抱音乐，服务基层群众。

农民歌手石冬有了新身份

学生们现场学习戏曲的形体动作。

3 月 25 日上午，在双清区文化馆

旁的空坪上，十多把直径达 3 米的白

色圆形油布伞引人注目。一群传统手

艺爱好者或站立或蹲下，或一人一伞

或两人携手共绘，正用刷子将混合了

桐油和胶水的涂料均匀地涂抹在伞

面上。

“好看！太漂亮了……”随着伞面

被涂成金黄色，人群中不时传出阵阵

赞叹声。当日，为期 7 日的省级非遗

项目宝庆油布伞制作技艺培训进入

最后一天，学员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

伞翼缝制、油伞最后两道工序。培训

期间，他们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到

了宝庆油布伞这一传统技艺的独特

魅力。

此次培训班课程内容丰富，涵盖

理论知识讲解、实操演示和学员实践

练习。理论课上，传承人龙智群详细介

绍了宝庆油布伞的历史渊源、文化内

涵和制作工艺。实操环节，学员们亲手

体验选材、制作伞骨、裱糊伞面、涂抹

桐油等一系列油布伞制作工序，在实

践中深刻感受非遗技艺传承之美。

清代至民国时期，宝庆府经济发

达，临津门码头一带商铺繁华、摊位

林立，每个商铺或摊位前都撑着一把

油布伞。油布伞不仅能遮阳挡雨，而

且经久耐用、美观大方，是我国伞类

产品不可或缺的一个品种。

从小，龙智群跟着父亲龙目生学

做油布伞。长大后为了生计，他不得不

背井离乡到外闯荡，先后从事教育和

媒体工作，一直在文化界摸爬滚打，却

从未放弃自己非常喜爱的民间文化。

在龙智群的记忆中，上世纪 90

年代初，市区戴家坪、临津门一带商

铺林立、热闹非凡。他家里制作的油

布伞因经久耐用、美观大方而备受欢

迎，几乎成了当时商铺和摊位的必备

物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轻便的

现代伞具逐渐成为人们的首选，传统

手工制作的宝庆油布伞日渐衰落，逐

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2016 年，龙智

群不忍传统制伞业就此没落，毅然辞

去工作，从父亲手上接过了家传的宝

庆油布伞制作手艺，决心让这一传统

技艺得以延续。他与妻子、城步苗绣

非遗传承人伍前金共同致力于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不断思索和创新中，龙智群巧

妙地将宝庆油布伞与苗绣两个非遗

项目融合，不仅在伞面上进行精美的

刺绣，还邀请专业画师在伞面上作

画，将传统的油布伞打造成了独具特

色的工艺品。同时，他还结合当下的

复古潮流，为景区、民宿和特色酒店

等定制大型风景伞，再次让传统文化

走进大众视野。

龙智群说，宝庆油布伞不仅是一

件遮阳避雨的雨具，更是邵阳文化的

传承和表达。此次举办培训班，旨在

让更多人了解和掌握这门技艺，为宝

庆油布伞传承培养更多的新生力量。

得知宝庆油布伞制作技艺培训

班招募学员的消息后，肖芳妮和同学

赵倩、邻居李露琦一起报了名。“怀着

一颗好奇之心，我想学一下宝庆油布

伞是怎么制作的。”在传承人龙智群

的指导下，学员赵倩从选料、劈竹子

开始学起，逐步掌握了制作伞股、伞

衬、伞把、伞斗等技艺。“学习过程中，

我觉得最难的是用铁皮固定好伞股

与伞衬。这是我第一次做宝庆油布

伞，经过几天的学习和实践，我已经

初步掌握了这门技艺，非常有成就

感！”赵倩兴奋地说。

学员李露琦在市区做门窗生意，

在肖芳妮的带动下报名参加了培训。

经过一周的学习，她对宝庆油布伞制

作技艺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之前对

制作油布伞不太了解，但培训后发现

很有意思，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巧。”

李露琦说。

与赵倩、李露琦不同的是，肖芳

妮报名参加宝庆油布伞制作技艺培

训班的初衷是想通过学习掌握制作

技艺，修复好家中一把折断的油布

伞。同时，她也想带一岁半的女儿一

起见证油布伞的制作过程。“参加培

训不仅掌握一门技艺，还可以带娃参

与，真是一举两得。”肖芳妮说，劈竹子

是一门技术活，由于掌握不了力度，

劈的时候劈歪了，浪费了不少竹子。

参加此次培训，肖芳妮全面了解

了宝庆油布伞从选材到制作的一整

套流程，加深了对这一非遗项目的了

解，感受到了制作油布伞的乐趣和传

承的快乐。“我想把这几天的学习成

果带回去，自己动手做一把油布伞。”

说起自己的计划，肖芳妮脸上的笑容

如同阳光般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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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团队后，石冬分享了他对

音乐的热爱。

学员在给伞面涂抹涂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