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综艺 2023年4月11日 星期二 5编辑/李海燕 版式/肖丽娟
总校/魏谦 审稿/朱长青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杨贵竹

本报讯 3月31日，嘹亮
悦耳的花瑶呜哇山歌从邵阳
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教室中传
出，150余名大学生跟着花瑶
呜哇山歌传承人陈治安和欧
阳小红学唱花瑶呜哇山歌。

当天，由隆回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邵阳学
院音乐舞蹈学院、湖南省美育
教育研究基地承办的花瑶呜
哇山歌培训班在邵阳学院音
乐舞蹈学院开班。这是花瑶
呜哇山歌首次进入高校开展
传承活动。

培训班上，邵阳学院音乐
舞蹈学院周晓岩博士为学员
们讲授了花瑶呜哇山歌的历
史渊源、发展历程、文化价
值、传承保护等知识，花瑶呜
哇山歌传承人陈治安和欧阳
小红现场展演了《一百只蜜
蜂飞过街》《打起来，唱起来》
等多首呜哇山歌代表性曲
目，传授学员们演唱技巧，并
与学员们互动演唱，手把手

教学击打锣鼓。学员们兴致
盎然，激情互动，沉浸在山歌
美妙的旋律当中。

花瑶呜哇山歌是一种“高
腔山歌”，它是花瑶人民在田
野山岗劳动时自我愉悦、自我
抒情的歌曲，是花瑶人非常喜
欢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反映
了神秘花瑶人独特的审美观
念、思想感情和民族心理。
2008 年，花瑶呜哇山歌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此次培训活动，将花瑶呜
哇山歌引进校园、带进课堂，
增强了学生们对山歌文化的
了解、热爱和传承，提升学生
的文化素养，让参与培训的学
员受益匪浅。学员们纷纷表
示，通过培训加深了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认识和传承保护非
遗的责任。今后，他们将深入
虎形山瑶族乡调研花瑶呜哇
山歌等非遗项目，争做花瑶呜
哇山歌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为
非遗保护和传承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培训结束后，陈治安激动

地说：“这是我呜哇山歌教学
以来最成功的一次，这里的同
学们很热情，听得很认真，学
得也很快。我希望通过非遗
进校园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花
瑶呜哇山歌，使这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

近年来，隆回县非遗中心

积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
园活动，将花瑶呜哇山歌、花
瑶挑花、滩头木版年画等国家
级非遗项目引入学校课堂，组
织非遗传承人进行传统文化
授课和培训，让学生近距离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促进非遗
保护与传承。

花瑶呜哇山歌首进高校音乐课堂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曾琴

本报讯 4月1日，
由中国戏曲学会、邵阳
市委宣传部、邵阳市文
旅广体局和邵阳市花鼓
戏保护传承中心联合举
办的“新时代邵阳花鼓
戏传承与发展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
权威专家济济一堂、畅
所欲言，为新时代如何
守正创新，保护、传承和
发展好邵阳花鼓戏建诤
言、献良策。

会前，专家们齐聚
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观
摩了获得国家艺术基金
2022 年度舞台艺术创
作资助项目花鼓戏《豆
腐西施》的结项演出。

中国戏曲学会会
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戏
曲研究所所长王馗，中
国文联办公厅副主任汪
泽，中国戏曲学会顾问
龚和德、王安葵、周育
德、王蕴明，中国戏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
国戏剧》原主编赓续华，中国戏曲学会副会
长、国家一级导演张曼君，中国戏曲学会副
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郑
雷，中国剧协《中国戏剧年鉴》主编李小青，
中国戏曲学院科研处处长、《戏曲艺术》主编
吴新苗，中国剧协《中国戏剧》副主编靳文
泰，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执行主编王
瑜瑜，以及邵阳花鼓戏《豆腐西施》主创人员
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上，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主任
张求荣对邵阳花鼓戏的发展史进行了概括性
的介绍，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教授、《豆腐西
施》导演赵伟明介绍了该剧创排情况。随后，
专家们对《豆腐西施》的内容导向、项目质量、
特色亮点、主创团队和演员等方面进行了点
评，并为邵阳花鼓戏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了诸
多宝贵建议。专家们认为，邵阳花鼓戏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高的
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该剧不仅从各个维度
再现了邵阳花鼓戏的艺术魅力，而且在继承
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加入了
群舞、说唱等不少现代气息的青春元素以及
贴近时代的流行语，人物个性形象鲜活，充满
浓厚生活气息和喜剧特征，反映时代精神，寓
教于乐、劝人向善、雅俗共赏。

与会专家一致表示，需要保护邵阳花鼓
戏剧种特色，扩大剧种艺术表现力，加强人才
培养，拓宽推广渠道，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
化，希望多进基层演出尤其走进学校，让更多
年轻人了解这样有趣有益的传统剧种，共同
推动邵阳花鼓戏保护与传承工作。

市文旅广体局相关负责人对专家们提出
的很多宝贵意见表示感谢，并要求邵阳市花
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消化吸收专家们的意见和
建议，守正创新，精心打磨，打造精品力作，保
护好、传承好、发展好邵阳花鼓戏，让更多的
人了解和喜爱邵阳花鼓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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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付勇

本报讯 4月1日，为期9天的云山
大展台“情溢武冈·美在夕阳”——王
友、王忠伟书法作品展在武冈市文化馆
（武冈丝弦艺术团）分馆一楼展厅开展。

没有前言，没有后语，有的是两人
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王城文化气息，
更多的是他们两人数十年以来对故土

的深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展览共展出
王忠伟、王友的书法作品72幅，作品书
体多样，内容丰富，或行云流水，一气
呵成；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让人目
不暇接。

王忠伟是一名退休教师，系湖南省
老年书法美术摄影协会会员、武冈市书
法家协会理事、武冈市老年书法美术摄
影协会副主席，2012年7月荣获首届邵

阳市“欢乐潇湘·大美邵阳”书法美术摄
影大赛一等奖。他爱好书法，工作、生
活之余临帖不止。王友系退休工人，自
幼爱好书法，学习多种书体。现为湖南
省老年书画家协会会员、武冈市老年书
画摄影协会副主席、武冈市书法家协会
理事，曾获湖南省首届“欢乐潇湘·大美
邵阳”群众美术书法摄影活动二等奖，
其艺术作品多次在省、市级获奖。

云山大展台为武冈市文化馆公共
文化服务三大活动品牌之一，为广大文
艺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艺术才华的
展示平台，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对
提高市民艺术欣赏水平和艺术修养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情溢武冈 美在夕阳
王友、王忠伟书法作品展开展

花瑶呜哇山歌传承人陈治安和欧阳小红现场演唱。

3 月 31 日，
隆回县虎形山瑶
族乡草原小学传
习所，学生们在
学习挑花。去年
来，该校专门建
立传习所，教导
学生学习挑花、
年画、木偶戏等
非遗文化。

通讯员
罗理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