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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根据地廉政建设的立法与实践（下）

□ 廖雪琴

五、湘鄂西根据地廉政建设实践是真心实意
地为群众谋利益

毛泽东同志曾赞誉：“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
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
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为什么在
湘鄂西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先河，老百姓响应共
产党的号召，实行全民皆兵，以大刀、长矛、土
枪、土炮多次粉碎了武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
规军的“清剿”和第一、二次“围剿”，创造了战争
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奇迹？这不是因为
共产党这个名称具有什么神秘性，而是因为老
百姓通过共产党在苏区所干的革命和建设，通
过苏区干部帮助解决群众的各种实际困难，使
群众感受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为最广大群众
谋利益的，而不是像此前的国民党反动派那样作
威作福，欺压老百姓的。

对于廉政建设，湘鄂西领导人把它提到了
很高的位置，周逸群曾经指出：“在苏区，是敌
人‘围剿’胜利呢？还是苏维埃胜利呢？这应
以苏维埃的建设是否健全为新定。”土地革命
前的湘鄂西农村，同全国各地一样，土地主要
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湘鄂西苏区土地革命
有一个突出特点，表现在河湖港汊的分配与使
用问题上。这里湖泊星罗棋布，其中最大的洪
湖，面积最大时达 1200 平方公里，盛产鱼虾、莲
藕、菱角、芦苇及湖草。这些湖泊及其四周的
水田、湖荒、柴林，大多为湖霸、地主所控制。
他们拥有成批的大小渔船、渔具，以雇佣渔民

下湖或出租给渔民的办法，把湖中水产及芦苇
柴草据为已有。因此，土地革命中打倒湖霸，
没收湖泊及其四周的田地、柴林是理所当然
的。但是，湖水浩荡，汛期水涨湖宽，冬天水落
墩露，湖面变小；湖中鱼虾、野鸭四处游荡，这
使没收后的湖泊难以像一般田地那样按亩分
配到户。1930 年，以打鱼砍柴为生的洪湖渔民
在湖中插竹竿为界，争相围鱼，为此发生了激
烈的争斗。于是，苏维埃政府作出决定：根据
湖泊大小及居民点的实际情况，分别将湖泊收
归县、区、乡、村苏维埃政府统一管理，不分配
到组、户；渔民组成生产合作社，按社下湖捕
鱼；封禁洪湖的四周柴林。然后，划片归乡或
村砍柴，按历史习惯的作业区下湖打草积肥。
此后不久，有 4 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渔业协
作生产委员会，统一管理下湖、打柴、积肥事
宜。各村则分别组织了渔业生产协作社，集体
下湖，收获按人口分配。至于没收湖霸的渔
船，大的由政府管理，归水上运输队或水上游
击队使用，其余折价卖给渔民；渔具则就地分
给渔民。这是湖泊（土地）改革成功的经验。

1927 年9 月，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之下，
戴家场暴动打响鄂中地区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随后，召开庆祝胜利大会上，选举了洪湖地区第
一个红色政权——戴家场乡农民协会。戴家场
农协会一成立，立即组织和领导群众对土豪劣绅
和其他封建势力展开了斗争。在土地分配上，农
会本着“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规定在本乡范围

内，没收地主的全部田产和富农出租的土地，然
后将土地按肥瘠分为三等，根据人口和土地决定
分配量。

自此之后，在鄂西地区，建立了秘密农民协
会、妇女会和少先队等群众团体。游击队的活动
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一般情况下分散活动，
配合群众斗争，用隐蔽的方式镇压个别罪恶昭彰
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击敌人的凶恶气焰。
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则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
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根据敌人
兵力、地形情况和群众条件，或隐蔽斗争，或突袭
敌人，“水浸式”地使秘密武装和根据发展起来。
这个时期，湘鄂西党组织是团结的，党内生活是
活跃的，工作作风也是深入实际和善于调查研究
的，能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出台和贯彻了
受群众欢迎的政策。

1931年夏，特大洪水淹没了洪湖苏区。国民
党为了配合军事上的进攻，大水退后，在长江沿
岸堤上，布岗设卡，目的是实行经济封锁，不准将
粮食等物资运进苏区，以困死苏区军民。为了粉
碎敌人的封锁，苏维埃政府给农民发放贷款，购
买耕牛和种子，在领导灾民开展生产自救的同
时，发行“水利借券”计 30 多万元，用于修整堤
垸。“水利借券”推销对象主要是白区商人与富
农，只用在水利建设上，不得移作别用；并以明年
的土地税作保证。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洪湖苏
区军民战胜了特大水灾带来的粮荒，从而巩固了
根据地。在1931年抗灾斗争中，贺龙、周逸群、段

德昌等领导洪湖军民在极度困难的天灾人祸面
前，在实力弱小的情况下，与人民生死相依，保卫
洪湖苏区。帮助和支援洪湖抗灾斗争的国际友
人路易·艾黎深有感慨地说：“一幅深受鼓舞动人
的画面展现在我面前，男女老少在被洪水冲毁的
旧堤废墟上努力修建新堤，工程进步大、快，是我
从没见过的。”他把这种艰苦奋斗、百折不饶、勇
往直前、战胜每一个困难的战斗精神誉为“洪湖
精神”。

1984年，《人民日报》记者采访路易·艾黎，他
说，中国人民有一种精神，有一种从长征、延安、
洪湖、抗战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精神，中国
人民充满这种高尚的精神，用这种精神建设自己
的祖国，这种精神力量推动了一切。

湘鄂西苏区创建于1927年底，后不断发展壮
大，在鼎盛时期人口约370万，拥有主力红军3万
人、地方武装 20 万人及 50 余县的红色政权，自
1931年起先后打破了国民党5次围攻。在贺龙、
周逸群等领导下，不仅在创建苏区的过程中积累
了宝贵的斗争经验，而且带领广大军民践行了伟
大的苏区精神。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方百
计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周逸群曾在《优待
红军与扩大红军》中指出：“红军是由群众斗争走
到武装冲突而产生出来的。”“各县的群众，几
乎无有一处不是欢迎红军的。”群众自觉地为红
军的物资需要、慰问伤病员，“民众团体常常有
酒肉洋钱慰劳。”正如少先队员所描述的：“只把

眼睛睁，到处都是兵，手戴红袖章，颈围红手巾，
枪上配红缨，真是红色兵。”“因此一般红军战
士，都乐于到前线上拼命，好像不打胜仗就对不
住群众似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我们党坚持真
心实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得到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护。我们党紧紧依靠人
民，先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
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全面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并取得了伟大成就。进入新时期以
后，以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理论和实践探索
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深刻回
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
怎样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反腐败、怎样反
腐败”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达到一
个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以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为突破口和动员令，要求持之以恒加强
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突
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理念，精准有效运用“四种形
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通过建
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筑牢全党思
想之基、信仰之基。

（二）洪湖三棒鼓
三棒鼓是汉族以及武陵山土家族曲艺曲种

之一，广泛流传于重庆酉阳、湖南湘西龙山县以
及张家界和湖北沔阳（洪湖）、天门一带的一种曲
艺走唱形式。据史料记载，它源于唐代的三杖
鼓。明人沈德符在《顾曲杂言》里已记载了三棒
鼓在明万历年间的演出情况。清末与凤阳花鼓
合流，在江汉平原洪湖地区流传渐广。为谋生
计，沔阳（洪湖）、天门一带的人们带着三棒鼓背
井离乡、浪迹天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有一段
歌词是这样的：身背着三棒鼓呀，流浪呀到四方
呀……，这是当年劳苦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也
是民间艺人在日常生活中利用曲艺形式来谋生
的有力佐证。

据《沔阳实录》中载“氏（陈友谅之妻）女形美
而善歌舞，脚常曲行，口吐依呀……氏善刀法，三
刀齐发，来回如飞……谅（陈友谅）编歌子队，演
唱军兵间。”民间羡慕其技艺精美，欲仿难学，通
过不断探索改进，使用三把农村收割麦子的镰
刀，将其锯成只留下一手能捏的小把，用双手轮
换抛丢，很快成了民间的一种演艺形式，由于水
灾连绵，百姓为了讨米谋生，只有将镰刀除掉剩
下三根木棍，即成为“三棒鼓”。

这段讲述的是“三棒鼓”是怎样产生的，也说
明了一切艺术形式是源于生活的，现在还不敢说

“三棒鼓”是起源于洪湖地区，但起码可说这种曲
艺形式在明朝洪湖地区有了新的发展，也是在三
棒鼓前面加上洪湖二字的底气和源由。洪湖地
处江汉平原，是著名的水袋子，加之历代封建统
治者横征暴敛，不修堤防，致使洪湖地区十年九
水，连年遭灾，人们为了活命，纷纷以打三棒鼓、
敲碟子、唱小曲等形式沿门乞讨，奔走四方，浪迹
天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艺人们被称之谓“中国
的吉卜赛人”。经过长期的演唱实践，使之逐渐
形成现在这一独特并具有浓厚地方风格的演唱
形式。

又据清嘉庆三十三年（1818年）纂修的《张氏
宗谱》记载：“本族七房多百戏，渔鼓、三棒鼓尤
优，张树川家三女的三棒鼓是所到之处，翘首伸
颈，围于堵墙，大伤风化，出示禁止，稍加敛迹。”
这说明了当年洪湖民间三棒鼓艺人高超的演技
和人民群众喜欢此种曲艺的程度。

三棒鼓通常由三至五人组成，一人击鼓唱
词，一人锣鼓配乐，一人耍花棒。

三棒鼓的棒法来自于生活，“闹春耕”“收割
打场”“庆丰收”“拜年节”四套棒法，具有浑厚的
生活气息。打三棒鼓技巧性强，三棒鼓击鼓的技
巧有单跨花、砍四门、绞花、织布、单鼓花、双鼓
花、麻雀钻竹木、白蛇吐飞剑、乌龙搅水、金钱吊
葫芦等，表演者多为女子，用棒子击鼓，轮番抛
出，此击彼停，边击边唱。唱词一般是七字一句，
四句为一段，也有“五五七五”或“五五七七”的句
子。表演时精力需要高度集中，用力要适当，更
要贯通一气，并与演唱者要默契配合。

解放后，党和国家除水害、兴水利，洪湖人逃
荒流浪已成为历史，三棒鼓敲出的便是洪湖人民
的“三棒鼓”新唱：听一曲鱼跃蟹肥、荷绿藕白的
新曲，便能体会今天洪湖人民在全面开启洪湖高
质量发展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辉煌的信心和决心。
2011年5月23日，三棒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洪湖莲花落
何为“莲花落”？莲花落又称莲花闹、莲花

乐、落花板等，流传至今已有九百多年历史了。
它是一种说唱兼有的汉族曲艺艺术品种，据专家
研究得知，北方的“二人传”就是从“莲花落”演变
过来的，有的地方把莲花落称为瞎子戏，历史上
均为盲人乞丐行讨而唱，戏文内容主要为劝世
文、扬善惩恶、因果报应、拜求施舍、吉祥口彩
等。因盲人拜佛从善，而莲花又是佛教的象征，
盲人演唱时大都是两人一伍，一唱一帮，各手执
一常青树枝，上缀许多红色纸花，为莲花状，枝丫
间用线串明钱，用于摇动，“嗦、嗦”作响，助打节
拍，故名“莲花落”，民间也称落离莲或摇钱树。

莲花落是一种说唱兼有的曲艺。表演者多
为一人，自说自唱，自打七件子伴奏。所谓七件
子乃是分执于两手的竹板，因其右手执两片大竹
板，左手执五片小竹板。大竹板打板，小竹板打
眼，说唱之词则编着板眼节奏进行表演。所以，
俗称此为七件子。莲花落各地都有，用地方方言
演唱，不讲究打板，也没有成套的开场板，有的带
有曲调为半说半唱，洪湖地区表演莲花落的演员
主要以两人表演为主。莲花落和快板艺术都是
打板。快板是京津发源的，用的是普通话演唱，
而洪湖莲花落是用洪湖方言来表演的，这是莲花
落与快板的最大的区别之一。

据1992年版的《洪湖县志》记载：洪湖地区的
莲花落”，民国初年发展到有专业莲花落的艺
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种民间曲艺成
为一种重要的文艺宣传形式。许栩在《论苏维埃
文化工作》一文中指出：“每当红军或赤卫军夺取
一个地方后，莲花落艺人就立即开始宣传，随口
编唱，农民非常喜欢看。沔阳县苏维埃文化部为
此举办一期宣传员训练班。”建县初期，这一演唱
曲艺也有所发展，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很多，其
中颇获盛誉的有《纸老虎》《一贯害人道》《渔民翻
身记》等。

2011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洪湖善书
善书始于何时，尚无确切史料证实。据传，

在民间善书活动至少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了，善书
表演在洪湖的府场、新堤、龙口等地比较盛行。

善书是一种宣扬行善的艺术表演形式，是有
问有答、讲唱结合的民间曲艺品种，历史相当悠
久，清朝时称为“讲条”，主要脚本有《十全十美》

《劝夫改过》《四下江南》《五子哭坟》宣扬伦理道
德，表达劝人行善的愿望。它的演唱旺季为每年
秋收到来年二月尾，特别是正月元宵节，七月中
元节前后，城乡的街头巷尾、屋前稻场，都可成为
演唱处所，舞台布景很简单只要用两扇门板，几
条长凳搭一小台，上放一张方桌，系上大红软缎
绣花桌围，中间供着用黄表带写的“宣讲圣谕”或

“高台教化”牌子，两边摆着嫣红色琉璃宫灯和一
炉轻烟缭绕的檀香，两位身着长衫的艺人，走上
台站立在方桌的两边，齐向台下一鞠躬，台下嘻
闹的观众顿时哑然无声，艺人相互一拱手，善书
宣讲便开场了，这阵势有点像说相声。

善书的艺术特点和风格，可概括为“正派、雅
致、细腻、动听、感人”十个字，艺人的表演艺术也
要有“舌生花、口生香、脸生色、目生光”的过硬本
领，其唱腔委婉、动情、朴实、深沉，具有浓郁的江

汉平原地方风味，至今尚未失传的唱腔曲牌约十
多个，其主要唱腔为“宣腔”，除长于叙述和表现
哀伤之情的“宣腔”外，还有“重丫腔”“玉丫腔”

“梭罗腔”“哀思腔”“花腔数板”等等。
善书的曲目（案传——专用术语：“经官府判

定了的案情，编成故事的谓之‘案’，凡民间故事、
传说编成的谓之‘传’”）繁多。据有关资料统计，
已知传统案传，共有三百多案、善书案传、无论内
容和形式，都和明末人冯梦龙编写的“三言”（《喻
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相近，所不同的
是善书大多是为民叫冤，抱打不平。此外，“三
言”的语言较深，文人笔迹显著，善书语言朴实，
民间俗话突出；“三言”较多地反映上层人物思想
感情，善书较多是反映平民百姓的愿望和要求，

“三言”只宜阅读，善书宣讲并存、有说有唱。
（五）洪湖围曲
围曲亦称围鼓，是一种群众自唱自乐的演唱

形式，它以戏曲唱为主，并按剧种分班，如汉剧
班、京剧班等，实乃为戏曲清唱，围曲的演唱方式
是：演唱者围在一起，自奏乐自演唱，所以因此而
得名。演唱者可一人一角色，也可一人多角色，
视班底成员多少而定，比较灵活。

据史料记载，围曲在洪湖主要流传于新堤、
峰口地区，上个世界三、四十年代是围曲发展的
极盛期。学唱围曲的班子共有八个，主要是汉剧
班，其他还有京剧班、楚剧班、花鼓班等。当时参
与汉剧班演唱的老少爱好者达三十多人。现在，
在新堤荷花广场还能见到围曲的爱好者，不过都
是一些70左右的老人，年轻人不多。

围曲演唱活动，1949 年前后多在茶馆内进
行，演唱者自出茶费，为喝茶的人们作义务演唱，
不计报酬，就象京剧票友一样，个人的业余爱好，
只为过瘾。若遇亲朋好友有婚丧、祝寿和店铺开
张等喜庆之事，则应邀演唱。解放后多在节日或
夏夜纳凉时为群众演唱，深受广大老百姓的欢迎
和喜爱，它是一项爱好者都能参加的群众性文化
活动。文革期间一度消失，在堪称盛世的今天，
围曲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出现在新堤的各大公
园，就新堤荷花广场每天聚集的爱好者就高达几
百人之多，他们都是自发的参加活动。

（六）洪湖小曲
洪湖小曲亦称内河小曲或碟子曲，后定名为

天沔小曲，属湖北小曲的一个分枝。早期用于沿
门卖唱，后进入茶馆酒楼，表演者边敲碟子边唱，
也有由一人用二胡伴奏自拉自唱的。曲牌有100
多个，多源于民歌民曲。曲调优美轻快，内容多
以爱情生活为主，如《薅黄瓜》《掐菜苔》《补背搭》

《绣荷包》等。
洪湖小曲是湖北小曲的一个支派，其格调优

雅。湖北小曲俗称外江小曲，洪湖小曲亦称内河
小曲，都是由湖北中部地区流传的明清俚歌俗曲
演变而来。光绪年间，天沔小曲艺人末尾与汉滩
小曲艺人搭班，进入茶馆坐唱，逐渐融合一体，并
逐渐盛行于长江沿岸的汉口、武昌、黄石、新堤、
沙市、宜昌、九江等地。20世纪20年代更名为湖
北小曲，洪湖地区的人们习惯叫洪湖小曲。电影

《洪湖赤卫队》里的唱词和音乐好多都是小曲形
式改造加工而成，如《手拿碟儿敲起来》等。

洪湖小曲显示出浓郁的湖北江汉平原地方
特色，在社会历史、地域文化、民间艺术等方面都
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洪湖小曲作为地域特色

浓郁的曲唱艺术，深受洪湖人民群众喜爱，她作
为荆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曾代表湖北民族
民间艺术走出国门。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介绍
湖北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洪湖小曲和其他传统艺术一样专业演员和
专业团队缺乏，爱好者不多，呈青黄不接形态，所
以抢救传承任务已刻不容缓。欣喜的是2008年
6月，湖北武汉申报“湖北小曲”列入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七）洪湖渔鼓皮影戏
皮影戏，俗称皮影子。清道光年间，沔阳绣

花堤（今属洪湖市）皮影艺人皮思金、皮思银兄弟
引进皮影戏，以沔阳渔鼓行腔、方言道白演唱，形
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沔阳皮影戏。尔后，张洪显、
刘泡等人相继组班演唱筒子腔皮影。咸丰年间，
皮氏兄弟传徒陈大焕、陈大海，皮影戏在乡间日
益盛行。同治年间，沔阳成立皮影行会，公推李
坤能为会长。清末至民间时期，陈焕玉、李长恒、
龚培林、陈幺、龚本愧等人自立班社，收徒传艺，
在农村集镇、茶馆酒楼演唱歌腔皮影。

皮影戏是我国珍贵的民间艺术，是一种用灯
光把色彩鲜艳、雕镂精细的皮影人物和布景映在
白色的幕布上，演员们操纵着皮影人物，配合音乐
歌唱来表演故事的曲种。我国皮影戏历史悠久，
它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至少有800年历史。

皮影戏在洪湖流传，已有200多年历史了，演
员多为半职业艺人，三、五人搭班演出，音乐唱腔
为具有江汉平原特色的“渔鼓”，伴奏乐器除打击
乐鼓、锣、外，还有渔鼓筒子，这也是把皮影戏
纳入曲艺类的重要原因之一。解放后加用了胡
琴（京胡）。

皮影制作，初以布鞋壳雕刻，后改用牛皮，雕
刻出线条清晰、形象逼真的人物剪影。其唱词合
辙押韵、语言通俗易懂、诙谐幽默。唱腔以沔阳
渔鼓为主调，融合沔阳花鼓腔，节奏欢快活泼，曲
调高亢豪放。唱腔共50余种，主要有琵琶腔、凤
尾腔、高腔等。根据沔阳地理区域，唱腔又分为
上路子、中路子和下路子，以下路子最为流行。

据许多宗谱记载，洪湖地区唱戏谢神（也称
打醮唱戏），大多是演皮影戏。《傅氏宗谱》载：“万
历五年，户部尚书傅颐病，上特发币五十两，命道
官建醮三日夜，唱皮影戏献供，先祖上疏谢，病寻
愈。”明末以来，洪湖流传的主要是“歌腔皮影”。
清末民国初，曹市皮家横堤的渔鼓艺人皮思金、
皮思银两兄弟，把渔鼓引进皮影戏，发展成为渔
鼓皮影，“歌腔”皮影逐渐消失（载《洪湖县志》）。
江汉平原的皮影艺人都敬皮氏兄弟为渔鼓皮影
戏的创始人与“祖师”。所以说渔鼓皮影戏的起
源地是洪湖。皮影戏除了演出传统剧目，也可根
据时代的需要编演现代题材的剧目，进行宣传鼓
动。早在1930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
西苏区文委会就曾以“活捉张辉瓒”的故事，编演
过改良皮影子。解放后洪湖县皮影队吸收了第
一批女演员，在音乐唱腔上也进行了改革的尝
试，用花鼓戏、民歌小调以及其他一些音乐来表
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完成了皮影人物面部由静到
动的创新，为皮影戏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深受
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欢。1979年后，皮影艺术迎来
了复兴，当时全县各乡镇茶馆都有皮影演出活
动，新堤就有3家茶馆，演唱的剧本都是连续性
强的传统剧目。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电视、电

影艺术的发展及喜爱传统曲艺观众的老去，皮影
戏又渐渐消失了。

2006年5月20日，江汉平原皮影戏经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八）湖北道情
《湖北说唱音乐集成》中记载：“宋、金、元年

间，道士和文人为道情所作之词或散曲，可谓风
靡一时”。20世纪50年代，湖北道情创始人周维
（洪湖新堤人）借洪湖渔鼓之根，经过嫁接组合，
发展为别具一格的湖北道情。

道情是什么？具体来讲道情是一种典艺形
式，始于唐代的《九真》《承天》等道曲，源自陕
西。早先是道士在传经布道时为了招徕观众，
使用渔鼓、简板作为乐器的一种说唱艺术，传说
的“八仙”中怀抱渔鼓的汉钟离、擅长吹箫的韩湘
子、手执简板的张果老，都是有名的“道情”说唱
表演家。湖北道情又称沔阳道情（也可称洪湖道
情），是1949年后在洪湖打硪号子、洪湖渔鼓、洪
湖花鼓戏的唱腔、曲牌基础上创新发展起来的新
曲艺品种。一代又一代的民间艺人们经过多年
的艺术实践，在表演、曲目、曲牌音乐上不断积累
创新演变而成的一种传统说唱艺术，沔阳道情
音乐性较强，以沔阳话（洪湖）道白，板腔丰富，
地方风味极浓，是湖北影响较大的传统民间曲
艺品种之一。

湖北道情多作为舞台演唱，以一人站唱为
主，由小型民乐队伴奏，其曲牌由洪湖打硪号子演
变而来。两人对唱时，另一人敲击瓷碟，唱到尾腔
时，多为众人帮腔。湖北道情的道具非常简单，只
有一个渔鼓和长约一米的两块简片，这简片是竹
质的，故称为“竹简”。末端向外弯曲，上装有铜
铃，另有二胡、四胡、大三弦等伴奏乐器，演唱时表
演者左手怀抱渔鼓筒并打击竹简，右手用食指、中
指、无名指、三指头击渔鼓筒，边唱边打竹简，控制
渔鼓和节拍，渔鼓筒只在前奏时才开打。

湖北道情唱词的格式以七字句、十字句为
主，一般可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句子长短不拘，
双向贯穿全篇，其间可以嵌字，也可构成三字、四
句、五字垛句。全篇通常为一道韵辙到底，一篇
段子的唱词结构，大致分为开头、正文和煞尾三
个组成部分。开头一般为四句，简述故事发端；
正文为主要篇幅，展开矛盾纠葛，揭示主题；煞尾
一般也为四句，总括全篇，与开头相呼应。湖北
道情在洪湖一带民间乡土音乐的基础上，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唱腔曲牌。演唱的几十支曲牌中，保
留了“西韵”“西悲曲”“秋蝉曲之一”“秋蝉曲之
二”“数板”“龙抬头”“龙摆尾”等十多支曲牌，形
成湖北道情的基础腔调。

在湖北曲唱的曲艺品种中，湖北道情形成最
晚，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并不逊于其它曲种，被专
业机构认定为湖北地方曲艺四大曲种之一。文
章到此有人肯定要问湖北道情与洪湖渔鼓的区
别在哪里呢？都是以渔鼓为主要演唱乐器。简
单的讲：单用渔鼓筒伴奏的叫渔鼓，渔鼓和简板
并用的叫道情，与洪湖渔鼓同根异果。洪湖的渔
民和村民曾怀抱着它无数次唱起那丰收喜庆的
渔歌。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组曾称它为

“东方一绝”。
2007年，湖北道情被评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湖北道情的创始人周维老先生被评为湖
北省级非遗传承人。

中国有四大名莲，即福建建莲、江苏湖莲、
湖南湘莲、洪湖渔莲。

唐代白居易来到襄江以南的荷塘咀（今洪
湖峰口万全交界的塘咀南昌一带），看万顷红
莲，流连忘返，吟唱起了《江南可采莲》：江南可
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首诗
算得上是采莲诗的鼻祖，描绘了鱼和莲相戏碧
波，众人合唱江南采莲的欢乐场面。附有《采莲
曲》：“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
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塘咀也成为白
居易故居，为白氏家族繁衍的地方。

南朝乐府《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
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宋朝周敦颐

《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中通处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净
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肯定了莲珠品性高

洁的形象。从此，洪湖渔莲被誉为“花中君子”。
清乾隆慕名下江南，游到螺山殖莲场，见

红莲连天，碧荷万顷，渔民殷实，民风淳朴，听
渔歌唱晚，莲女飞舟，情不自禁赋诗赞螺山。
民间渔鼓用鱼尾腔唱的采莲歌长期流传，“洪
湖景色秀，荷叶莲蓬藕。四处野鸭和菱藕，秋
收满畈稻谷香……”

洪湖渔莲天生丽质。一曰娇媚。洪湖渔莲
有一种鱼骨香味，近看，花开红颜，袅袅娜娜。
远看，接天莲叶无穷碧，数以亿万计的莲叶连
天，望不到尽头。二曰爱怜。莲动下渔舟，鱼恋
水深藕恋塘，倘折断一根荷，损失一窝藕，七月

莲，十月落，令人惋惜。三曰纯洁。洪湖渔莲出
淤濯清，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无数志士依
托洪湖，争取公平正义，写下了光辉篇章。所谓
莲洁，即为奉公。渔莲茎儿、叶儿、果儿、根儿，
精细洁白，口味纯正，食药同源。

洪 湖 处 东 经 113°07' —114°005', 北 纬
29°039'—30°002'，最适宜种植渔莲。洪湖的
青泥巴土柔软细腻，致莲藕形状长，饱满，淀粉
含量丰富，煮汤易烂，肉质肥厚，炒食甜脆，煨汤
即粉，香、脆、清、利，商品率高。“长江的鱼，洪湖
的藕，才子佳人吃了不愿走。”“莲荷无限酒，醉
杀洪湖秋。”正是渔莲品质的写照。

洪湖渔莲有悠久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内涵。
自元代中叶以来，2300年的种植历史，1万多公顷
面积，渔莲及其附加产品总量近40万吨，名扬全
国。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渔莲文化
意音形美再研究再挖掘，服务水产大市旅游名市
极其重要。洪湖文化研究会担负起历史的使命。

——挖掘整理创作渔莲文化系列。收集故
事、图腾、渔画，渔莲符号，渔莲诗歌、书法、剪
纸、雕塑，制作文化传播产品，建设渔莲馆展示
渔莲文化，打造文化强市，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
长的文化需求。

——将渔莲文化融入企业。由华贵湖北莲

藕协会主席单位牵头，涉渔涉莲企业参与，将“渔
莲之情”纳入园区建设、生产、运营、发展、文宣、
产品包装、电商平台，一企一策，形成品牌logo。

——普及“渔莲共生”农业种养模式。按照
绿色、生态、立体种养理念，发展规模产业，提高
农田土地利用价值。

——发展渔莲农旅。城区一街一巷一园，农
村一村一品的莲街藕村渔村等文化小镇小村，创
作渔莲文化小品，将生态旅游与擦亮小城镇结
合，文旅、农旅、商旅结合，留住人，吸引人气。

——建成渔莲文化产业链。打造渔莲文化
平台，让渔莲文化产品进企业、作坊、社区、校
园、居民家庭的日常生活及用品，形成产业链。

洪湖渔莲底蕴深厚，土地富饶，名声远扬。
这些有形和无形资产必然能变成生产力和新的
增长极，助推洪湖渔莲走得更远，形成更大的影
响，将“洪湖”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洪湖渔莲
□ 黎维武

洪湖民间曲艺概述（中）
□ 程 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