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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地花鼓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传统歌舞艺术。它在内容上以反映农民的劳动、爱情

生活为主’在形式上以一旦｀一丑双人表演为主,在道具上以扇子、手巾为主’在器乐上以

琐呐｀大筒、打击乐为主’在音乐上以男女声对唱为主’在唱词上以七字体为主,是一种劳

动人民喜闻乐见、流传甚广的艺术形式’成为人民群众在节假日和农闲时的一种主要文娱活

动,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

南县地花鼓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艺术价值:一是嘉庆元年李元六组织地花鼓培训收徒有

据可考’二是南县地花鼓推进了湖南花鼓戏的发展’三是民国元年南县地花鼓艺人王三乐组

织以地花鼓艺人为骨干的花鼓戏新泰班首次到长沙演出,首开湖南花鼓戏登上大雅之堂的先

河,被湖南戏剧界高度认可°

但是,这种很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形式’却在“文革’’乃至20世纪末逐渐衰退。特别是

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南县地花鼓无可幸免的被人遗忘’濒危状态日益加剧。

据调查’我县改革开放初期地花鼓艺人有44O多人’ 由于死亡｀搬家、外出谋生等原因’现

有艺人不到40人’而且年龄老化’有的还多病缠身。如果不赶快抢救挖掘保护’南县地花

鼓将会很快消失’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为南县地花鼓艺术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们。

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果断决策,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政策的

春风’成立了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多次专题研究南县地花鼓传承和发展

工作。从20O5年开始组织专业人员搜集整理地花鼓资料,拍摄影像教材。对保护发掘和人

才培训以及资金投入等作了部署和安排,并在县职业中专及民间艺术团体建立起地花鼓培训

基地’开始专业培训。经过几年努力’南县地花鼓于20O6年被列入湖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在2010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1年5

月23日’ 由国务院以国发（2011） 14号文件向全国公布,使这一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

形式,登上了国家级艺术殿堂。

我们现在推出这本基础教材’ 旨在统一教学中的各种理论和技巧’不因教师不同而各持

异议。同时’还将拍摄一个视频碟配合此教材的教学°希望以此为契机’使我们的培训工作

正常化、规范化’使南县地花鼓艺术的传人日益增多’让这一艺术形式焕发出更加夺曰的光

彩。

编委会

2011年5月28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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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南县地花鼓是一种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流传甚广、蕴藏丰富的传统

歌舞艺术。随着社会的演变及历代艺人的加工创造, 已发展成为较为

完整的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和喜爱。

人们常借此来反映白已的生活理想’表达自已的爱憎和对未来生活的

向往。在广大农村中,它是农闲时的一种主要文娱形式。每逢新年或

节曰’很多民间艺人便成了地花鼓活动的骨干和热心的组织者’通过

他们不断的实践’又促进了这一民问艺术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地花鼓流行于湖南广大农村。由于表演是在广场、晒谷坪、农户

家的堂屋等场所进行’故而称为地花鼓,意即在地上打的花鼓。各地

还有一些俗称’如:湘东一带称之为“排门花鼓”’衡阳地区称之为

“路边花鼓’’、 ‘‘板凳堂子花鼓’’ ’湘南有的地区称之为“对子调’’’湘

西一些地方称之为“地故事”,有的地方还称之为“乡里花鼓’’、 “花

鼓灯’’等。称呼虽有不同’形式和内容却都一样,如在形式上都是以

一旦、一丑为主,在内容上都以反映农民的劳动｀爱情生活为主’并

都以扇子为主要道具。因此’在湖南省大多数地区还是统称为“地花

鼓’’。

地花鼓不是南县的独产’但却是南县的“特产’’’南县地花鼓在全

省地花鼓中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显著的地位。我们,知道’花鼓戏脱

胎于地花鼓’而南县却是湖南花鼓戏最大流派长沙花鼓戏的发源地和

主要流传地,被人们称为“花鼓窝子’’。据＜湖南戏曲史稿＞载: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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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花鼓戏的班社是光绪年间王三乐组织的,新泰班191O年至1912年

进入长沙。”王三乐,姓黄,名与朋, 1SS6年生于长沙〉它市, 19O5年

从长沙移居南县白蚌口’ 1911年组织新泰班’次年农历正月十四曰进

入长沙八角亭绿萍书场演出＜合银牌＞等节目’首开了湖南花鼓戏登

上大雅之堂的先河’为长沙花鼓戏这一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湖南省著名的花鼓戏表演艺术家杨保生、胡华松就出生于南县。由此

可见’南县地花鼓的空前繁荣’孕育了花鼓戏这一艺术形式的诞生’

这是不容置疑的。

历史进入新世纪’ 国家开始重视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

保护与传承工作’南县地花鼓的抢救保护工作也被县委县政府列入了

重要议事曰程°2OO5年’南县地花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申报

工作开始启动’并于2OO6年6月被列入湖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随后,又将南县地花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

通过几年的努力,南县地花鼓终于在2OlO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2O1l年5月23曰’ 由国务院以国发（2Ol1） l4号

文件向全国公布,使这一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登上了国家级

艺术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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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源和发展

｜、起源

白从有人类社会’歌舞就相伴而生,南县亦如此。据＜南县乡土

笔记＞载:人们在“田问中插秧或晒草之时’ 四五行列’彼唱此和’

亦足以倾耳而听’’。人们在劳动、狞猎中歌之则舞之、舞之则蹈之’于

是才有了今天的音乐和舞蹈艺术。

地花鼓是在民间田歌｀山歌、小调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而民间

田歌｀山歌、小调产生于人们劳动、生活之中’是激发人们劳动热情、

向往美好生活的活动°这种发乎于内心的民间田歌、山歌、小调’在

流传过程中与舞蹈相互融汇’并在地方语言、风俗习惯的影响下’通

过流传演唱和历代艺人的加工创造’逐步发展成一种完整又具有地方

特色的歌舞形式。

地花鼓在湖南省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具体产生年代很难确定。但

南县地花鼓有据可查的是起源于清代嘉庆元年（l796年） ’其祖师爷

为李元六。李元六为长沙人’清嘉庆元年下洞庭’落脚南县乌嘴乡小

港子打鱼为生。他白天打鱼卖鱼’晚上吹琐呐、拉胡琴’一到正月间

就组织农民打地花鼓送恭喜’深受当地民众欢迎。三月问’他应邀开

场收徒’教琐p内、胡琴、地花鼓’也就是南县人们传说的“桃花班”’

于是地花鼓就在南县星火燎原般传开了。

2｀发展

南县地花鼓在2OO多年的传承历史期间,可分成以下五个发展阶

3



段:

一是清嘉庆年间的启蒙期。李元六在乌嘴开场收徒’传授地花鼓

技艺。徒弟多为十二、三岁的男少年。因表现爱情题材的内容较多’受

封建礼教的约束’故不招收女弟子’旦角都由男童扮演。形式多为一旦

一丑的双人表演,都带着锣鼓沿门演出’时间以春节和农闲时为主。

二是清咸丰至同治年间的兴旺期。这一时期’南县境内坑落雏成’

各地移民纷至杏来谓之“下华容’’ ,带来了各地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与南县本土的地花鼓相互融合,在闹元宵｀过端午、庆中秋等节假曰

打起地花鼓,唱起丰收歌。形式增力口了竹马地花鼓、围龙地花鼓等’

由一种情节简单的歌舞形式发展为带有故事情节、人物较复杂的小戏曲。

三是民国初年至解放前后的鼎盛期。清末时’南县地花鼓已发展

得颇具规模,各地都有戏班演出地花鼓。民国元年（l912年） ’地花

鼓知名艺人王三乐组织以地花鼓艺人为骨干的花鼓戏新泰班到长沙演

出’将地花鼓发展为花鼓戏’ 同时又借助花鼓戏的一些手段如插白等’

反过来丰富地花鼓的表现技巧’把地花鼓推上了鼎盛时期。解放后’

欢庆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成立的庆典’更是把地花鼓鼓噪得红红

火火。

四是“文革”至2O世纪末的衰退期。十年文革期间’地花鼓无可

幸免的带上了“封资修”的帽子,打入了冷宫被禁铜起来。改革开放

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的文艺形式慢慢退出

市场’地花鼓也逐渐被人遗忘’濒危状态曰益加剧。

五是进入新世纪的复兴期。21世纪以来’ 国家开始了民族民间文

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南县地花鼓伺机而动’先后成功申报省级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县地花鼓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

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必将喷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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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和内容

‖｀分类

（1）南县地花鼓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三类:

一是对子地花鼓。这是南县地花鼓的常规表现形式’ 由一旦一丑

两人表演。演出时动作和位置都讲究对称,有较简单的情节。不受场

地限制’宽至广场’小至一张方桌上都能表演。遇朱门大户或有婚庆

之喜’则以高桌放几块门板’搭成“草台’’表演。表演者按曲调的词

意玩“套子’’、转“窝子’’’用扇子和手巾来表达人物的情绪和性格。

（见封底图一）

二是竹马地花鼓。一丑一旦的表演’舞蹈程式与对子地花鼓相同’

增加的主人公是一位武士。她头戴红色仙头或白色礼帽’身穿白色或

红色武打衣’手执马鞭,肩背或腰挎各种颜色的竹马,与丑、旦穿插

表演’走“滚筒窝子’’’绕“圈子”’玩“套子’’’有的还配有翻筋斗的

马伏,场面威武,表演细腻。 （见封底图二）

三是围龙地花鼓。旦、丑的表演程式与对子地花鼓略有不同。每

到一家表演时,进门时唱“送财”,表示祝福之意’然后表演节目。围

龙一般联接十一节或十三节龙把子’配合地花鼓舞出“戏珠”｀ “起

井’’、 “盘柱’’、 “顶蝴蝶’’｀ ‘（睡罗汉”等套式,或摆出“五谷丰登,’

字样’喧染喜庆和吉祥气氛。演完节曰后’主家一定要送些彩钱表示

感谢,这时要唱“辞东’’歌结束。 （见封二图一）

（2）南县地花鼓从语言上可分为二类:

一是南边地花鼓。南县因移民所致’语言可大致分为南边话和西

5



边话。讲南边话的大多是益阳｀宁乡｀长沙｀湘潭、湘阴、桃江、安

化、沉江等地移民’约占南县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所表演的地花鼓

以南边话演唱’ 曲牌有“十月望郎”、 “拖板凳”｀ “十月看姐”、 ‘‘插

花对花”｀ “送财’’、 “扇子调”等’其动作、化妆｀乐器等与西边地

花鼓基本相同°

二是西边地花鼓。在青树嘴、茅草街、厂窖、武圣宫｀麻河口等

乡镇’有大部份人讲西边话’大多从常德、汉寿、安乡、津市、灌县

等地迁入。他们以西边话演唱地花鼓’是南县地花鼓的一大特色。其

曲牌有“倒采茶’’｀ “卖花’’、 “清早起’’、 “弧弧调’’、 “董儿跑坡”

等。

（3）南县地花鼓从器乐上可分为二类:

一是文花鼓。伴奏乐器以大筒、二胡为主’柔和抒情,又称为

‘‘弦子花鼓”。

二是武花鼓。伴奏乐器以琐呐为主,配合锣鼓大吹大打’热情欢

快’又称为“琐呐花鼓’’。还有的以喷呐弓｜调’ 以弦乐伴奏为主’一人

领唱’乐队和唱帮腔,情绪奔放激昂。此类西边花鼓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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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对子地花鼓

7

基
本
内
容

具体表现形态

南县地花鼓表演程式

南县地花鼓系洞庭湖区汉民族民间舞蹈,主要有对子地花

鼓、竹马地花鼓｀围龙地花鼓等三种形式’动作朴实粗扩’音乐明

快高亢’三种地花鼓表演各具特色,表演有反映人们劳动生活’男

女之间的爱情生活和祝愿祥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为主要内

容的舞蹈,表现形式十分丰富’其主要表现程式如下:

对子地花鼓

○鞋彩、子蒂帽草、裙腰、衣彩丑小●
●饰服、］

小旦—— 肩腰一红粉衣、彩裙、云 ｀ 万 、 ,肩彩腰带头饰妆

扮成蝴蝶形状’用花装饰。

道具.d 纸扇或绸扇Z . ｀丑—-、

小旦--彩帕

3、化妆:小丑——脸上涂上红粉后,在鼻中间点缀一小块白色。

小旦-—脸上涂抹白底粉,涂腮红,勾勒眉毛、眼睛、

嘴唇 ○

●

●



8

基
本
内
容

具体表现形态

4、表演程式

丁

丁

十

↓ 上

↓ 上

十 十

十 十

上

—≥

氓——

～）

上

十

上

上

上

上

d＼ 曰
一小丑

乐队演奏望郎调
■ ■

半矮步上场 小碎步上场

二人同时做荷花出水亮相

滚筒窝子、磋步、矮子步 云手、俏步、十字步

相互穿插、舞蹈’开场音乐结束’配合唱词舞蹈

三月清明来送伞二月花朝迎君郎正月新年望郎君

腊
月
雪
夜
｝

内

盼
君
郎

十
一
月
木
展

雨
伞
来
传
情

四
月
农
忙

郎
种
田

根据月份秩序表演’每个

月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

一层意思。

五
月
郎
姐

闹
端
阳

十
月
寒
冬

好
念
郎

六
月
郎
姐

叙
衷
肠

八月中秋好团圆 七月炎天来祝福九月重阳把君劝



B、竹马地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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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马制作流程

竹马地花鼓

1｀服饰:小丑｀小旦与对子地花鼓相同’骑马女士身着红打衣’穿披肩’手

持马鞭。

饰 ○

2｀道具:小丑｀小旦与对子地花鼓相同’马鞭用蔑条做成’用红或黄丝带装

竹马的制作如下:

上

上

上

上

上

3｀化妆:小丑｀小旦与对子地花鼓相同’骑马女士头系红彩球’两只小辫从

双耳垂直两肩’呈英武的形象。

捕竹

破成细蔑

扎成马的形状

用皮纸糊好

用彩绸或彩布装饰

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