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永玲擅长
演唱小调曲目，
她的音色甜美，
清新俏丽，既保
持了四川清音艺
术大师李月秋的
风格，又有自己
的特色。她先后
赴奥地利等国举
办“程永玲四川
清音独唱音乐
会”，赴加拿大、
美国、法国和新
加坡等国交流演
出或讲学，让四
川清音艺术走上
了 世 界 舞 台。
2009年，作为继
李月秋之后四川
清音最具代表性
的人物，程永玲
被评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四川清音代
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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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清音|

四川清音，原名唱琵
琶、唱月琴，是四川省的传
统戏曲剧种之一。20 世纪
30年代在成都、重庆相继成
立清音歌曲演唱会或称改
进会，以后遂以清音命名。
四川清音渊源于明、清时的
俗曲。四川清音在清乾隆、
嘉庆年间很盛行，以泸州、
叙府（今宜宾）为中心，遍及
城镇和乡村，拥有大量的听
众。

“我的自然生命是
父母给的。但我的人生
价值，却是四川清音赋
予的。”

——程永玲

程永玲，1947 年 5 月
生，国家一级演员，著名
四川清音表演艺术家，享
受 国 务 院 政 府 特 殊 津
贴。1958 年考入成都市
戏剧学校曲艺班，从师四
川 清 音 艺 术 大 师 李 月
秋。多次荣获国家级和
省级艺术大奖，包括文化
部颁发的“文华新节目
奖”和“文华表演奖”。荣
获过人事部和文化部联
合授予的“全国文化系统
先进个人”和中国文联授
予的首批“全国中青年德
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称
号。1995 年获中国曲艺
牡丹奖表演奖。

成都名人聚会，左起：邹忠新、车辐、李德才（坐）、牛
德增、李月秋、夏本玉、程永玲、杨紫阳。

|名家简介|

采访程永玲之前，记
者电话约时间。电话那
头，程永玲的声音清脆明
亮，与想象中一样。10月
11日，按照程永玲提供的
地址，来到她家，这是一
个老小区，灰白色的楼房
鳞次栉比，绿树环绕，曲
径通幽。拾阶而上，两边
墙 壁 又 见 十 足 的 烟 火
气。门铃响过，程永玲面
带微笑打开房门。门内，
她一头干练的齐耳短发，
黑色考究的家居风衣，休
闲又得体，温婉细腻，气
质出众。举手蹙眉之间
流露出来的清扬婉约，让
人很难想到她已是 71 岁
高龄。

作为曲艺代表性节
目，四川清音已有 300 多
年历史。四川清音长于
抒情，兼能叙事，曲牌丰
富，唱腔优美，尤其是四
川清音演唱中的“哈哈
腔”和“舌尖弹音”，能发
出类似西洋歌剧唱腔一
样的美妙声音，被誉为

“东方歌剧”。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起，四川清音迎
来了一个难得的黄金时
代，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
的四川清音大师李月秋，
被誉为“成都的周璇”。
进入成都市戏剧学校曲
艺班之前，程永玲从未想
过自己会跟大名鼎鼎的
李月秋产生交集。

1947年5月23日，程
永玲出生在重庆市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银
行任职，母亲也是知识分
子。11岁之前，程永玲家
境优渥，过着衣食无忧的
生活。因着父亲喜欢京

剧，再加上学校旁偶有川
剧团演出，程永玲对曲艺
的印象就只停留在戏曲
上。

1958年，程永玲家庭
发生变故，家里断了经济
来源。正好成都市戏剧
学校面向全省招收曲艺
班学生，能歌善舞的小孩
都能报名，而且学校负担
学费和生活费。母亲便
让哥哥程永超带着喜欢
唱歌跳舞的程永玲来成
都报考。她至今还记得
当时的情形：“考试的地
方在东丁字街的成都杂
技团，那天下了很大的
雨，妈妈给我做的新布
鞋，我舍不得穿，就拎在
手上打着赤脚进去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面
对几位主考老师，程永玲
很快唱了一支歌，“唱了之
后，老师说‘你声音还挺不
错的’。问我想学什么，那
时候我根本不懂。后来有
位女老师唱了句清音，让
我跟着唱，‘小小尼姑……
’就四个字，清音我没听
过，就觉得这个弯弯转得
挺难的。老师怎么说，我
怎么做，看领悟力吧，我基
本上还是复制下来了。”

被主考老师夸赞的程
永玲，还不忘推荐自己的
哥哥，“他的声音比我还
好！”就这样，兄妹俩顺利
通过考核，成了成都市戏
剧学校的首批学员。从
此，两兄妹远离亲人，远离
家乡，住进成都西郊杜甫
草堂，开始了朦朦胧胧的
艺术之旅。

那 一 年 ，程 永 玲 11
岁，哥哥13岁。

成都市戏剧学校
设在杜甫草堂内，60年
前的杜甫草堂宽广、静
谧，文化氛围厚重。这
里的环境深深地影响
着程永玲的成长。天
刚亮，她就去草堂后面
的浣花溪旁练嗓子、杂
技，到草堂内的大雄宝
殿练功压腿。虽然艰
苦，但学艺的日子总是
快乐的。

1959年秋天，名噪
一时的李月秋，在莫斯
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
欢节上演出，获得金质
奖章，载誉归来，轰动
全国。“我刚进学校的
时候，就记住了李月秋
这个名字，印象特别
深，天天盼望她来。”有
一天，校长亲自到教室
里给学生们说：“刚刚
从莫斯科载誉而归的
李月秋，将来学校上
课！”

这个消息让程永
玲兴奋不已，直到现在
她都清楚记得，李月秋
当时身穿湖蓝色旗袍，
头上扎着丝巾，“很洋
气、很摩登，让人眼前
一亮。”李月秋演出很
忙，每次来上清音课都
是抽空，班上几十个学
生都非常珍惜她来上
课的机会。“李老师告
诉我们‘我这么忙，你
们下去一定要好好练
习我教的曲目，一定要
还课’。”程永玲回忆起
师傅的话，犹言在耳。

李月秋教的第一
个曲目是《小放风筝》，

“我年龄最小、个子也
矮，坐在教室最前面，
生 怕 老 师 上 课 点 到
我。”所以，相较于同龄
人的贪玩，程永玲总会
安静地待在宿舍，背诵
老师的授课内容。“四
川清音当时是没有曲
谱的，李老师本身也不
识谱，教授过程只能是

‘口传心授’，完全是心
记，词、旋律、唱腔都要
记，老师一节课教一
段，教得很慢，也很认
真。”

一个月之后，李月
秋在课上抽查，果然选
中了程永玲，“我站起
来，心怦怦跳，唱完之
后，看她表情是高兴
的，她说‘程永玲基本
把这个课还上了。’”之
后，每次被李月秋点名
出来“还课”，程永玲总
能完整地记住她的运
气唱腔，并精确地演绎
出来，这让要求严苛的
李月秋甚为满意。第
二年，在校长的建议
下，李月秋从班里正式
选出两名嫡传弟子，程
永玲就是其中之一，也
是迄今为止发展得最
好成就最大的弟子。

采访中，程永玲还
笑着回忆师傅的几件
趣事。原来，李月秋虽
然教学非常严厉，但私
下对徒弟关怀备至。
比如在上世纪 60 年代
经济困难时期，只要有
好吃的，李月秋就会叫
她去家里吃饭。李月
秋还经常带她到成都
的大餐馆吃饭，给她买
衣服和鞋子，“餐馆里
那些有名的大厨，都认
识我老师。”

封面新闻记者 荀
超 摄影 关天舜 实习
生 李林涛

程永玲天资聪敏、嗓子
好、有悟性和勤奋好学、进
步快等优势迅速让她从众
多学艺的孩子中脱颖而出，
被 公 认 为 唱 清 音 的 好 苗
子。“拜师仪式很简单，行个
礼就可以了。从那之后，老
师开始给我们上小课，开小
灶。”不同于之前的大课，小
课上李月秋更加注重细节，
对程永玲的行腔吐字要求
严格。“口传心授虽然很慢，
但慢中出细活。”

直到现在，程永玲仍觉
得“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
方式值得继承。回忆当年
自己学唱四川清音的场景，
虽然是“老师教一句学唱一
句，有时一个上午就学一句
腔，一句唱词只有七八个
字，但节奏慢，旋律长，半天
都学不会。一个完整的节
目往往需要一个月甚至更
长的时间才能学会。”但“幼
儿学，入了骨，记得牢，印象
深，不易忘掉，就像烙铁那
样，深深刻在你的心上。”

现在虽然有了谱子，
“但学得快，忘得也快。尤
其一些小腔，只是识谱根本
记不下来，还是得靠口传心
授。”为了找到行之有效的
科学方法，程永玲在教授学
生时，先把有谱的节目拿给
学生练，练会了唱给她听，
然后她再根据每个节目的
曲牌风格和内容意味，逐字
逐句“抠唱腔”。

李月秋悉心授课，程永
玲得其真传。1959年11月，
四川省文化厅组团去北京
参加全国青少年文艺汇报
演出，程永玲和哥哥双双被
选中。两人演唱的曲目就
是《小放风筝》，“我独唱，哥
哥帮腔。”这是程永玲第一
次上北京演出，后来在中南
海作汇报演出时，一曲传统
清音《小放风筝》让周总理
连连夸好，程永玲也在全国
和全省曲艺界获得了“小荷
才露尖尖角”的评价。“那时
候不紧张，很兴奋。小孩子
嘛，没想到太多。”

1962年，周总理出访回
国途中，来到成都，不忘再
听四川清音。这一次程永
玲演唱了与自己年龄更符
合的现代曲目《花儿朵朵
红》。“演出结束后，周总理
接见演员时，亲切地摸着我
的头说：“小姑娘你唱的是
现代曲目吗？很好哦！今
后就是要多唱现代节目。”
周总理鼓励的话语深深地
印在了程永玲的脑海，成为
鞭策她编演新节目的重要
动力。也正因为如此，在今
后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她演
唱的四川清音节目，多属反
映现实生活的新节目。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摄
影 关天舜实习生 李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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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清音名家程永玲。

程永玲录制的四川清音“八大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