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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戏曲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以衡阳渔鼓为例

杨依依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衡阳渔鼓是一种用衡阳方言说唱的曲艺表演形式，在整个衡阳地区广为流传，是地方民众所熟悉的一种民间文艺。现衡阳祁东、

衡南地区的渔鼓曲艺已被列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衡阳渔鼓有着独特的价值作用。本文结合衡阳渔

鼓当前的发展和研究现状，探索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路径。

关键词：衡阳渔鼓；乡村振兴；传承

衡阳渔鼓是一种用衡阳方言说唱的曲艺表演形式，在整个衡

阳地区广为流传，是地方民众所熟悉的一种民间文艺。其与劳苦

大众的生活斗争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深厚的群众

基础，它不仅是传统戏曲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同时也是地方

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标杆。

近年来，随着衡阳地区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文化软实力也

开始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硬实力，其中也离不开其在衡阳曲艺

文化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010 年，祁东渔鼓、衡南渔鼓被列

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这标志着渔鼓这一历史悠久的且证

面临着衰退、消失的传统曲艺种类从此进入有规划的政府保护程

序，同时也标志着衡阳地区渔鼓的传承与保护工作迈入到一个新

的阶段。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文化开始蓬勃发展，衡阳渔

鼓以贴近生活的方言说唱故事形式，向村民宣传正能量、为村民

带来欢声笑语；同时衡阳渔鼓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

颗散落在民间的曲艺珍珠，最终会以滋养着乡村文化土壤的形式，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衡阳渔鼓的研究和发展现状

从对衡阳渔鼓的整体研究来看，相关文献和资料非常有限，

是从时间点线看出在衡阳渔鼓“申遗”成功后相关文献才逐渐增多，

并且近几年来学者较为关注对衡阳渔鼓的传承和发展这一研究方

向。从衡阳渔鼓的发展现状来看，整体情况较之前所好转，但也

面临不少困境。因此，立足于乡村振兴视角下研究衡阳渔鼓的传

承和发展是具有一定时代意义和学术意义。

（一）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对有关湖南渔鼓的整体研究相对其他曲艺表演而言

是比较薄弱的，对衡阳渔鼓的研究就更加薄弱了，相关文献资料

非常有限。从研究关注地区可知以湘南的衡阳为首，达到了32篇，

包括衡阳境内的祁东渔鼓、衡南渔鼓、衡山渔鼓等。从已知有限

2 的文章中来看，对衡阳渔鼓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衡阳渔鼓的历史溯源

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可渔鼓的最初来源为道教，有民间说

法提到渔鼓最初是张果老所创造，在 1997 年龙华就曾在《湖南曲

艺初探》中提到，但在张紫映的《张紫映草根文集中》提到这个

渔鼓的最初原型为姜子牙所作，随后随着宗教历史的影响，从衡

阳南岳散播于民间。而在邹少民的《浅谈祁东渔鼓及其音乐》中

提到清代乾隆年间渔鼓流入了湖南的湘西、湘南地区。在相关资

料中，对于衡阳渔鼓的起源都众说纷纭，因此究竟是何何人时传

入衡阳地区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2. 衡阳渔鼓的的本体研究

对衡阳渔鼓的本体研究大多集中在对祁东渔鼓的相关研究文

献中。如邝嘉与苗学猛的《浅析祁东渔鼓》的艺术特征、邹少民的《浅

谈祁东渔鼓及音乐》等。

3. 衡阳渔鼓的传承和和发展

衡阳渔鼓的传承和发展是近年来学者比较关注的方向，例如

在《地方曲艺文化传承与高校音乐教学的对接尝试——以衡阳渔

鼓为例》就尝试在高校中通过设置渔鼓曲艺课来对挽救濒临失传

的这门民间艺术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云南大学的罗艳

玲在其硕士论文《流变中传承——湖南祁东渔鼓的人类学考察》

中把渔鼓的传承方式、社会关系、情感诉求来作为渔鼓传承的载体，

并认为渔鼓在官方语境的生存方式、政府力量、渔鼓文化的构建

以及民众对渔鼓的态度和认识都对渔鼓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作

用。

（二）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网络化的冲击，民众接触到了多

种多样的艺术形式，渔鼓生存的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初，

衡阳渔鼓的演出活动大多都来自于县区周边的红白喜事，在村子

中能请一支渔鼓队伍来表演会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但随着时代

变迁，民众的思想逐渐也发生了变化，家中遇红白喜事不再邀请

渔鼓艺人表演渔鼓节目，认为渔鼓表演形式太过单一乏味，而会

邀请当下流行的歌手或者舞蹈艺人等来表演节目。这样使得欣赏

渔鼓曲艺表演的民众也就大大减少了，渔鼓艺人的收入也就随之

降低，更多的渔鼓艺人选择另择它业，年轻人都外出求学、工作

都不愿拜师学曲艺，使得渔鼓一度面临极大的困境。

随着近年来当地政府的逐渐的重视，对于衡阳渔鼓给予了一

定政策上和资金上的扶持，使衡阳渔鼓的传承和保护情况逐渐好

转。同时，渔鼓传承人也在更新渔鼓节目的表演形式，力求在创

新中的到传承和保护。在 2016 年，衡南渔鼓传承人张紫映结合古

老的雁城八景和衡阳的新变化创作了渔鼓节目《古今雁城美如画》，

在节目中将优雅的旗袍和渔鼓表演完美结合，引发好评如潮。可

以看出，渔鼓艺人在坚持原有特色的同时，不断融入新的、好的、

时代的东西，让渔鼓在保护和创新中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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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渔鼓的生存与发展形势总体较乐观，但也面临着不少困

境。渔鼓的发展目前主要面临着为传承队伍断层、现有表演艺人

生存不易的困境。根据胡敏在 2019 年发表的《“湖南渔鼓”生存

与保护现状调查报告》一文中的数据统计，衡阳祁东的渔鼓艺人

达到 400 余人，每年演出共计有一万多场次，但根据渔鼓艺人的

生存状况的调查，仍有后继乏人的趋势。并且，同属于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衡南渔鼓的渔鼓艺人仅仅只有 10 余人，随着衡

南渔鼓省级传承人的过世，渔鼓艺术的表演生存更为艰难。由此

看来阳地区渔鼓的发展极为不均衡，并且渔鼓队伍出现断层的现

象。同时，政府虽给予了一部分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但力度还是

不够大，并且缺少相应的曲艺文化宣传，渔鼓的传承和保护之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衡阳渔鼓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作用

（一）加强了乡风文明建设水平

渔鼓采用了衡阳本地方言的说唱，贴近生活语言，最大的一

个特点就是非常比起传统的戏曲更能够获得乡村民众的认同。地

方戏曲凝结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

地村民的生活习惯，提升其文化水平，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从

而凝聚人心，为当地脱贫致富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二）丰富了乡村文化教育内容

乡村的戏曲表演活动本就是一个原生态的大课堂。在衡阳地

区的许多乡镇中，村民在农闲时节抑或是家中有喜事办酒席时，

大多都会请一位渔鼓艺人来演唱助兴。村民受到了在这里感受到

了戏曲文化的魅力，同时也使乡村孩童在父辈的影响下潜移默化

地接受了传统戏曲的感染与熏陶。这不仅推动了当地曲艺文化的

蓬勃发展，也为国家培养与输送了戏剧人才。据统计，衡阳祁东

县现有60多支演出队伍近400人活跃在祁东、祁阳等地广大农村、

乡镇，并且在乡镇中小学的音乐课堂中也引入了渔鼓表演的课程。

这为当地艺术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光明。

（三）推动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衡阳渔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当前的发展中，也已形成

文化产业。素有“渔鼓之乡”之称的祁东县白地市镇注重挖掘和

打造乡村传统文化曲目，打造了“一带两园三村四区”田园旅游

综合体，在主要景点搭建唤醒传统记忆的“古戏台”，邀请地方

曲艺剧团进行“祁东渔鼓”和“祁剧”目表演，大力提升乡村文

化品味；衡阳县渣江镇也在彭玉麟故居搭台架鼓，组织当地民间

艺人用渔鼓和皮影戏的方式传唱《彭玉麟私访苏州》《彭玉麟私

访广州》等传统曲目，深受群众热赞。渔鼓表演推动了当地乡镇

文化优势逐渐转化成产业优势，呈现出“人文 - 生态 - 产业”的

一体化协调发展新格局。

（四）搭建了乡村文化活动载体

近几年随着及互联网技术在农村的渗透和延伸，网络也逐渐

成为了村民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的载体，村民可以观看渔鼓艺人

发布在网络上的视频、甚至是网络直播，这不仅丰富了村级文化

信息工程建设的内容，也优化了村级公共服务设施设备建设。同时，

随着渔鼓艺术观众、听众群体的扩大，政府也对基层艺术表演团

体进行了大力扶持，建立了渔鼓表演艺术团等团体，开展了一系

列的送戏下乡、进社区等惠民的活动，极大的保障了村民的基本

文化权益。

三、衡阳渔鼓传承与发展路径

（一）要发挥党和政府关键作用

通过基层党组织引领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加强文化工作

文化队伍的建设。政府组织各方面专家，牵头建设当地传统文化

资源库，并进行曲艺信息的相关数据采集，以便文化部门调查研究。

同时和学校进行对接，尝试把衡阳渔鼓等本地曲艺文化作为实践

课或选修课的形式引入本地学校的音乐课堂；同时加大对衡阳渔

鼓相关机构的资金扶持力度以及政策倾斜力度，推进旅游业与地

方民俗文化相结合，将文化资源优势转为旅游经济优势。

（二）要发挥戏曲本体与人才队伍的核心作用

进一步创新衡阳渔鼓表演的表演形式是渔鼓传承和发展的不

竭动力，将渔鼓表演与其他姊妹艺术形式相结合，同时融入现代

音乐元素，并辅以更加丰富的配器，增加其舞台观赏性。同时，

要加强渔鼓人才队伍的建设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培养，在创编、表

演方面培养渔鼓曲艺新人，潜移默化地培养年轻一代对传统艺术

文化的认同感。

（三）要发挥主流媒体宣传的辅助作用

随着“互联网 +”社会发展新形态的出现，我们可以借助当

地主流网络报道衡阳渔鼓的最新动态，同时开展衡阳渔鼓表演的

专场音乐会、专题记录片；利用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在微信、抖音、

火山等网络平台宣传，不受地域限制地向网民传递传统曲艺文化，

打造本地特色文化品牌。

四、结语

本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以衡阳地区民间曲艺渔鼓

为研究对象对衡阳渔鼓的传承与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紧

接着阐述和分析了衡阳渔鼓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价值，最后针对

衡阳渔鼓未来的发展出路提出了构想。本文力求为衡阳地方曲艺

艺术文化促进衡阳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

同时也为衡阳渔鼓的传承和发展路径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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