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 五系列報道滿滿獲得感滿滿獲得感 幸福新長沙幸福新長沙
20162016年年1212月月2323日日（（星期五星期五））■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特刊

湘繡是以湖南長沙為中心的帶有鮮明湘楚文化特色
的湖南刺繡產品的總稱，涓涓繡印中記錄着漫長

歷史中勞動人民智慧史。湘繡與蘇繡、蜀繡、粵繡齊
名，為中國四大名繡之一。

非遺傳人 傳承古法不忘初心
長沙市開福湘繡研究所位於有着「中國湘繡之鄉」美
譽的開福區沙坪鎮，企業創始人是業內最年輕的中國工
藝美術大師江再紅女士，湘繡世家的第七代傳人，其獨
創針法「鬅毛針」，並將其施繡獅虎題材，有「連中四
元」的業界佳話。作品《獅吼圖》現被國家博物館珍
藏，此外其還有四幅作品曾搭載「神六」、「神七」、
「神十」載人航天飛船升空。
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到：「當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
逐漸消失的時候，這個國家就漸漸的失去了獨立人格，
這個民族也就談不上個性以及特徵了，所以，我們都應
該為傳統文化保留一席之地，在創新的過程中不能忘
本。」2012年，江再紅女士入選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作為傳統文化傳承人，除了
湘繡，她對同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湘劇和花鼓戲
也是情有獨鍾，經典的花鼓戲劇目《劉海砍樵》那是信
手拈來。
無巧不成書，與江再紅同一批入選的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中，就有長沙花鼓戲的傳承人
歐陽覺文。今年6月，他同湖南花鼓戲傳承人李谷一老
師一起，在岳麓書院錄製了一場以花鼓戲為主題的節
目，現場講解花鼓戲的歷史沿革、種類、曲調等等，頗
受民眾喜愛。
歐陽覺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到：「花鼓戲具有鄉土
氣息濃郁、戲曲語言生動、表演載歌載舞、音樂清新動

聽、藝術可塑性較強等特點。長沙花鼓戲以『小戲』中
的兩小戲、三小戲最具特色。在傳統戲中，醜行多為勞
動人民，所以有『醜行不醜，風趣可愛』一說。這一傳
統在花鼓戲現代戲中得到了發揚，任何題材，到了長沙
花鼓戲劇作家和藝術家手中，都能變為喜劇。」

新新人類 引領前衛文化潮流
20歲的田健平小姐是個不折不扣的文藝青年，平時做
自由攝影師，一旦有心儀的樂隊演出，一定會全力支
持，全國的各大音樂節，也是雷打不動每年參與。在長
沙，自稱「田大寶」的她經常跟朋友到46livehouse、時
光之塵、藍谷等俱樂部和酒吧去看民謠或者是搖滾樂隊
的演出，這也成為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0年開始，第一屆橘洲音樂節在長沙市橘子洲盛大

啟幕，這也彌補了作為知名「娛樂之都」的長沙沒有音
樂節的缺憾，讓她和她的小夥伴們在家門口也能享受音
樂的饕餮盛宴。經過數年的發展與歷練，橘洲音樂節以
日均5萬人的流量，成為南中國規模最大、品質最高的
音樂節，在田小姐看來，這足以與迷笛、草莓等全國一
流音樂節相媲美。
除了音樂帶來的聽覺享受，在視覺享受上長沙也不甘

人後，各類小劇場如雨後春筍般在長沙遍地開花。27歲
的劉鑫大學沒畢業就對話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畢業後
跟幾個志趣相投的朋友組建起話劇團隊——「沒想好創
意工坊」，他們自己琢磨劇本，然後到處找場地演出。
2008年剛開始時，因為演出頻率不穩定，觀眾接受度也
不太高，一度只有三五個觀眾買票，但這並不能澆滅這
群年輕人對藝術的渴望，白天在外工作，晚上便湊在一
塊綵排，只要有機會演出便使出渾身解數，《手槍
手》、《武林萌》、《一夜精喜》等拿手絕活叫好又叫

座。隨着觀眾認可度的提高，他們有了屬於自己的表演
場地——愛劇場，團隊規模也從最開始的幾個人，發展
到了現在的三十多人，偶爾有大型演出，場地容納不
下，也會去湖南大劇院這樣的大型場所演出。
一路走來，劉鑫感慨良多：「從幾個觀眾到場均九十

五的上座率，證明我們這麼多年的努力沒有白費。很多
一線城市起步早、起點高，長沙的話劇氛圍雖然有了長
足的進步，但還遠遠達不到一線水準，不過我相信，只
要堅持做出好的作品，腳踏實地，總有一天我們可以趕
超。」

政府購買 市民享受高雅文化
2016年6月，長沙獲批「第一批國家文化消費試點城

市」，以此為契機，長沙發力文化供給啟動文化消費新
引擎。
「在那燈明深處，有人早已激動至淚流滿面。音樂的

力量，言有盡而意無窮。」
5月18日晚，在長沙音樂廳上演的德意志威斯巴赫童

聲合唱團音樂會，滿場觀眾經久不息的掌聲和歡呼聲讓
樂團返場數次，樂評人楊松霖觀後這樣寫道。
長沙音樂廳建成之初，曾有人擔心高雅音樂在長沙會

「水土不服」。然而，運營半年來，月均演出超過20
場，平均上座率達到了90%以上。高端演出多了，這是
長沙市民對於文化消費變化最直接的感受。
近年來，長沙實驗劇場投入使用，濱江文化園「三館

一廳」開放運營，梅溪湖國際文化藝術中心年底即將亮
相，公共文化設施的完備，豐富了文化產品供給，讓長
沙市民有條件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國際品質的演出、展
覽。
「長沙音樂廳每年政府補助，購買服務，要求每年至

少演出200場，全年平均票價不高於每場240元（人民
幣，下同），真正做到『高貴不貴，文化惠民』。」長
沙市文廣新局黨委書記、局長楊長江介紹。
楊長江還說到：「財政每年安排2,000萬元政府購買

公共文化服務，出台了《關於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
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實施意見》，並制定了政府購買公
共文化服務的目錄清單。先後組建了長沙人藝話劇團、
長沙人藝歌舞劇團等10個藝術團體，探索藝術生產和
服務的「民辦公助」新模式。扶持民辦博物館發展，
2015年已有 6家民辦博物館共獲得了242萬元的資
助。」

在新建成的「三館一廳」中，長沙圖書館新館於2015年12月28日開館，外型俊朗，如頑石屹立沙洲，彰顯着
不屈不撓的湖湘精神。「長沙圖書館新館將延續定王台百年圖林榮耀」，長沙市圖書館館長王自洋表示，長沙
市圖書館是地市級的綜合性公共圖書館，成立於1960年，老館館址定王台是湖南圖書館事業的發祥地。
座落於新河三角洲長沙濱江文化園內的新館，總建築面積3.13萬平方米，共5層，現有藏書量100萬
冊，每天可接待讀者10,000餘人次。
記者了解到，今年9月，經中國圖書館學會評審認定，長沙市圖書館獲得「全民閱讀示範基
地」榮譽稱號，成為本次評定中全國27個獲得此稱號的圖書館之一，這一殊榮的取得，是
對長沙市圖書館常年開展全民閱讀推廣活動所取得成績的肯定。
王自洋介紹，新館全面實行免費開放，自助圖書館實行24小時不閉館，將常年在

館內舉辦講座、培訓、展覽、閱讀推廣等文化活動，並在全省率先實施總分館
制。目前，長沙圖書館服務體系已達到成員館91家，服務點85個，服務觸角
延伸到社區、學校、機關、企業、軍營、農村；在街道、廣場、地鐵站、
公園等場所建有24小時自助設施，全市平均每4.2萬人擁有一所圖書
館（服務點），向建成覆蓋全市的「十分鐘閱讀文化服務圈」又
邁進了一步。

長沙長沙，，素有素有「「楚漢名城楚漢名城」」之稱之稱，，人傑地靈人傑地靈、、歷史悠久歷史悠久，，有在海內外享有有在海內外享有

盛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跡馬王堆漢墓盛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跡馬王堆漢墓、、千年學府岳麓書院及三國東吳簡牘千年學府岳麓書院及三國東吳簡牘

等等。。文化積澱深厚並不代表着故步自封文化積澱深厚並不代表着故步自封，，在手握湘劇在手握湘劇、、湘繡湘繡、、馬王堆漢馬王堆漢

墓墓、、銅官窯等歷史文化好牌的同時銅官窯等歷史文化好牌的同時，，與時俱進的長沙仍以開放的姿態接受與時俱進的長沙仍以開放的姿態接受

着現代文化的洗禮着現代文化的洗禮———具有時代氣息的音樂廳—具有時代氣息的音樂廳、、小劇場小劇場，，充滿青春活力的充滿青春活力的

橘洲音樂節橘洲音樂節、、4646livehouselivehouse；；藏書萬卷的湖南省圖書館藏書萬卷的湖南省圖書館、、長沙市圖書館長沙市圖書館，，

新舊文化在此水乳交融新舊文化在此水乳交融，，讓這座讓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名城」」更具活力更具活力。。 文文//劉恩琛劉恩琛

古城與時俱進古城與時俱進 品品讀讀「「文藝長沙文藝長沙」」

推全民閱讀 建書香社會

■非遺傳人江再紅正在刺繡 ■長沙本土小劇場演出——沒想好戲劇工坊

■■湖南傳統地方戲劇湖南傳統地方戲劇———花鼓戲—花鼓戲

■■新建成的新建成的「「三館一廳三館一廳」」已成為新的長沙名片已成為新的長沙名片

■■正在演出的長沙音樂廳座無虛席正在演出的長沙音樂廳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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