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颗
明
珠
耀
海
外

﹃
天
涯
歌
女
﹄
醉
心
扉

在成都市戏剧学校
曲艺班学习期间，程永
玲经常跟着李月秋到剧
场、工厂、农村演出，她
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1961年，三年的学习期
满，学会并能演唱三十
个传统节目（包括清音
“八大调”和若干小调）
的程永玲，以优秀的成
绩毕业，正式分配到成
都市曲艺团担任四川清
音独唱演员。

那时在成都，程永
玲天天在“五月文化社”
书场演出，“1962年开
始挂牌到 1965 年，收
获太大了，每天都要唱
清音，基本功一点没荒
废。”慢慢地，观众也开
始认可并喜欢她的清
音，就连一些大学生，也
天天来听。“总府路那一
带的人都认识我，小名
人了，走去哪个铺子买
东西，都要给我很大的
优惠，也是有粉丝的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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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永玲家里的一面墙壁
上，数百盒CD摆放得整整齐齐，
里面有她喜欢的民间小调、世界
名曲，也有她自己的CD作品《蜀
乡风情》等。在观看这些CD过
程中，《天涯歌女》吸引了记者的
目光。

《天涯歌女》是雨果唱片公
司为程永玲精心录制的碟片。
1990 年，该公司老总、音乐家易
有伍邀请程永玲录制该专辑，程
永玲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会
唱歌啊。”但易有伍的一番话给
了她信心，他说“我录制和出版
了你唱的四川清音《小放风筝》，
反复听都认为你的声音像周璇，
你不要担心。”

程永玲想起自己的师傅，李
月秋曾被称为“成都的周璇”，现
在又有人请她来录制周璇的老
歌，这难道是冥冥中注定好的？
于是，她答应一试。《五月的风》、

《采槟榔》、《拷红》、《钟山春》等
周璇的19首歌曲，在程永玲甜美
细腻唱功的演绎下，尽显四川清
音风格，清新秀丽。“唱片发行之
后，听说在东南亚影响很大。”程
永玲由此也获得了“现代天涯歌
女”的称号。但面对再一次的录
制邀请，程永玲婉言谢绝，“因
为，我从心底里还认为我是唱四
川清音的，不是唱歌的。”

这一次的艺术跨界，是程永
玲的一次创新。在创新这条路
上，程永玲一直在探索。她在秉
承师风同时，开创了自己清音风
格，不但在题材上大胆创新，在
唱腔创新上也突破窠臼。特别
是在传统“哈哈腔”的运用上，吸

收化用了西方声乐演唱中“花腔
女高音”的一些美声方法与技
巧，玲珑剔透，跳跃性强。比如

《送公粮》演唱中的“哈哈腔”和
“舌尖弹音”运用，就使唱腔音乐
与唱词表达的思想内容达到了
高度的审美契合。“根据剧本的
唱词内容，剧情需要来结合的
话，就会很适合。”

程永玲还将许多姊妹艺术
元素，化用到自身的表演中，以
增强四川清音的感染力。但不
管怎样借鉴，她“都要讲求化用，
不能生搬硬套，即在我所用的前
提下，把握契合点。”她也是第一
个尝试用四川清音演唱唐诗宋
词的人。“第一首就是《水调歌
头》。”同时，程永玲注重全面美
化曲艺“唱曲”的舞台呈现，追求
审美传达“听”与“看”的有机协
调，让四川清音充满传统经典而
又不落时尚，洋溢着时代气息。

“时代在变化，需求在变化，
节目的内容和形式，必然需要变
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程永玲
对四川清音做过形式上的创新尝
试，比如加入伴舞，加入外景拍摄
等。但她认为，四川清音最有魅
力的还是传统曲调，这是清音最
基本的元素和最优美的地方。“四
川清音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把自
己的根须，深深地扎在巴蜀大地，
扎在自身传统的土壤里，通过吸
吮传统的营养，来焕发新的生命
力。而不是抛弃传统、胡乱创新，
将四川清音‘创新’的不像清音或
者不再是真正的清音。”

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摄影关天舜实习生李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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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都市曲艺团被解
散，程永玲演“样板戏”，跳了四
年芭蕾舞。从头开始练基本功，
尤其为了“立脚尖”，脚上打起血
泡，趾甲也被磨得掉了下来。好
在程永玲上戏校时练过基本功，
有基础，很快适应了新工作。而
且跳芭蕾舞也不错，形体练好
了，对以后的四川清音演唱也有
所帮助。

再次恢复唱清音时，程永玲
通过“多练、多演、多听”来提高
自己。1987 年，首届中国艺术
节，程永玲带着四川清音参加。
唱什么，成了程永玲的难题，因
为很多新唱段，她都到北京演出
过了。正当她感到苦恼时，著名
报人车辐送来了流沙河的一首
小诗《我是四川人》。

至今，程永玲都还记得头几
句：“母亲临盆，临中国最大之
盆，生下你，生下我，生下了一亿
人。有苏东坡的骄傲，有郭沫若
的豪情……”有了内容，流沙河
又推荐写过四川清音《布谷鸟儿
咕咕叫》的唱词专家黄伯亨，来
修改唱词。经过多方努力，四川
清音新节目《我是四川人》获得
首届中国艺术节优秀节目奖。

同年，程永玲还应邀到奥地
利举办“程永玲四川清音独唱音
乐会”，连唱15场，轰动一时，让
四川清音艺术走上了世界舞
台。这是程永玲首次出国，举办
独唱音乐会，程永玲也没有底。
但她平日里练声的勤奋，又给了
她上台的自信和勇气。“平时我
练声很刻苦，可以从早上一直练
到中午，我知道我的嗓子没有问
题。”

出国演出的第一场，就遇到
大雨倾盆。“在后台的时候，我想
万一一个人都没有怎么办呢？
很担心。我出场时，只见四周黑
压压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
几束很强的聚光灯，照在独唱演
出区。我还有点紧张，但第一个
曲目唱完，当我低头向观众鞠躬
时，几秒钟后，突然掌声雷鸣，我
的心一下子就定了下来。”

一个曲目、两个曲目，除伴奏
乐队演奏了两首器乐曲给程永玲
换演出服的间歇时间外，她在台
上不断演唱，台下掌声不断。甚
至到演出结束，观众也不愿意走，
程永玲只好又返场了两次。第二
天当地媒体报道，赞誉程永玲是

“来自东方的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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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玲演出过的四川清音节目数以百
计。除了从她的老师李月秋那里继承过来
的大量传统节目如《小放风筝》、《断桥》、《尼
姑下山》、《花园跑马》、《摘海棠》、《布谷鸟儿
咕咕叫》等，还有由她首唱或参与编曲并获
得各种奖项的新编节目如《六月六》、《幺店
子》、《蜀绣姑娘》和《川菜飘香》等。

同时，她也是一位优秀的曲艺教育家，多年
以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广四川清音艺术，培
养四川清音艺术人才，为年轻演员的尽快成长筑
路铺石，创造演出机会，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登
台时间，是四川清音艺术承上启下的一代英才。

好比爱着父母，程永玲深爱着充实和支撑着
自己人生理想与追求的四川清音艺术。作为继李
月秋之后四川清音最具知名度的人物，程永玲身
上有太多光环。也因为年轻时接受的鲜花和掌声
太多，退休后的她不太愿意提起曾经的辉煌。

侍弄花草、听听古琴，练练琵琶、弹弹钢
琴……程永玲现在的生活简单而又充实。
她静下心来，细想着怎样让四川清音传承，
为后人留下点什么。所以即使常年身体欠
佳，她对四川清音的奉献并未停歇，她不仅
时时牵挂着市曲艺团的发展，为团里的演出
出谋划策，还在为四川清音培养新人。

采访最后，程永玲拿出一叠资料——一张
CD，一本书和两本民国时期的四川清音唱词手
抄本。其中，《我与四川清音》一书里，既包含了
她的艺术经历，还有一些极为珍贵的四川清音
词谱选。最为让人关注的是她花了数年时间整
理，并于两年前录制完成的唱片《四川清音八大
调》，这是为后人留下的宝贵音像资料。

程永玲介绍，四川清音的八大调为“背、
月、皮、簧、勾、马、寄、荡”，数百年来都只有文
字资料，从未形成完整的唱腔音像资料。音像
资料一旦录制成功，对下一辈传人借鉴，以及
对于音乐研究，都可提供便捷直观的素材。

“我收集整理八大调的资料，花了两三
年。”高强度的整理工作，对于身体不好的程
永玲来说，无疑很辛苦很费神，但她却充满
干劲。哪怕当时正因为腰伤卧床，但为了尽
善尽美地录制音像资料，程永玲专门花时间
进行恢复训练，甚至连“童子功”都调动了起
来。“因为这对四川清音的意义重大，填补了

‘八大调’没有音像资料的空白。”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李林涛

程永玲的演唱嗓音清雅，音质纯净，吐字
清晰，行腔婉转，润腔细腻，音色甜美；舞台形
象温婉秀丽，与伴奏琴师的配合珠联璧合，饱
含浓郁的四川风情。而且，她的演唱，不是一
般地、简单直观的音声传达，还蕴含着自己对
艺术的审美认知与理性思考。著名文艺评论
家、美学家王朝闻评价：“程永玲是四川清音
园地里，一个可能超越前辈艺术家的派别。”

程永玲做到了。与四川清音结缘的60年
间，程永玲创造过许多纪录。她的老搭档、四
川清音琴师曹正礼曾在“程永玲艺术生活50
周年”研讨会上总结：“她是新中国成立60年
来参加全国和省、市级汇演和调演最多的演
员，又是演出新编节目最多的演员，同时还是
获奖数量和规格最多又最高的演员。”

四川清音乃至整个曲艺事业发展中，程
永玲是成就卓然的艺术大家。但在她心中，
却始终有个小小的遗憾：没有带着四川清音
上央视春晚，没能借着这个平台，让全国和世
界的华人华侨认识四川清音。

如今，四川清音舞台上的专业演员越来越
少，从侧面反映出了四川清音在传承上的无力，
这是程永玲最关注也最忧虑的。甚至提起来，
她眼泛泪花。“清音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说不完
全。我是从一个不懂不知不了解清音的人，变
成了这一生追逐清音、热爱清音，到现在一生离
不开。不管清音的繁荣还是衰败，都时时刻刻
牵动着我。它的兴亡成败，跟我息息相关。”

听到有人说四川清音兴旺发达、后继有
人，程永玲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如果有人说
清音的不好，她也会反思。但面对现在的低
谷，她也不气馁，“四川清音从明末清初流传
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这期间它也经历
过高低起伏，我不相信它会消亡，毕竟底蕴
那么强。都是暂时的，因为年轻人不了解我
们，不了解就可能跟四川清音擦肩而过。”

在程永玲看来，整个曲艺都是说唱艺
术，清音甚至可堪现代说唱的“老祖宗”。“任
平把《布谷鸟儿咕咕叫》改成摇滚，我也觉得
很好啊。四川清音是很有底蕴的优秀文化，
我不反对年轻人对它的发展和创新，但要在
坚守‘根’的基础上，清音最核心的东西不能
拿掉，不要轻易地伤害它、破坏它。”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李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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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清音名家程永玲。

程永玲演出照。

李月秋带程永玲（右一）休闲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