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 ， 提及柳石明 ， 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
《一个美丽的传说》。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 也能给勤
奋者以收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电视连续剧
《木鱼石的传说》 主题曲 《一个美丽的传说》 风靡大
江南北 ， 演唱者柳石明也成为家喻户晓的红歌星 。
《一个美丽的传说》 堪称内地流行歌坛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首兼顾流行与民族风格的经典之作、 开山之作，
也是扛鼎之作。 柳石明的精彩演绎开创了 “民族与通
俗” 唱法的新风格流派， 虽然其后学仿者无数， 但却
都无法与柳石明比肩。

刚出世得肺炎
面临死亡威胁

谈及童年往事， 柳石明说： “我出生于上世纪30
年代后期。 我降生后， 亲戚朋友都来看望， 当时有一
个姨娘正好来家中， 看到刚出生的我热得出汗， 于是
就给我扇了几下扇子， 结果就这几下， 我就发起了高
烧， 之后就转成了肺炎。 可以说来到人世后， 还没吃
一口奶， 就开始吃药。 我一直高烧不退， 奄奄一息，
连我姥姥都流着泪劝我父母说 ， 这孩子恐怕留不住
了， 不行就别要了， 扔了吧。 赶巧父亲认识一个教会
的德国医生。 父亲就费很大劲把德国医生请到家里给
我看病。 他给我喂了药， 给我父亲留下一句话， 说如
果明天天亮前这孩子能退烧的话， 那他就有救， 如果
退不了烧， 那就没办法了。 说来也是命不该绝， 天亮
前我真的退烧了， 接下来就一下子转好了。 由于经过
这场磨难， 父母都倍加疼爱我， 觉得我这算是捡回一
条命。 我是这个家的第八个孩子， 其实我上边还有两
个孩子幼年夭折， 所以算起来我应该排行老十， 父亲
就给我起名柳石明， 中间的石字与十谐音。”

柳石明说： “自从奇迹般地脱离生命险境后， 父
母对我这个失而复得的孩子就更为珍爱。 我4岁还迟
迟不开口说话。 家里人都以为我是不是小时候发烧导
致耳聋， 或者先天哑巴。 父母带我去看医生， 检查发
现听力和声带没问题， 连医生都百思不得其解。 父母
只能用贵人语迟来安慰自己。 那时， 我每天抱着话匣
子来听 ， 一听就是一天 ， 最喜欢戏曲节目 。 5岁时 ，
有一天我忽然开口了， 但不是说话， 而是唱戏， 是跟
着话匣子唱起了京韵大鼓 《大西厢》。 这一下子就把
家人和邻居都惊住了。 自从开口说话后， 我就喜欢唱
戏， 而且声音清亮， 讲起戏来头头是道、 口才非凡。
邻居们都说我将来注定要走唱戏这条路。 我果真干了
文艺工作。”

柳石明说： “自幼喜爱文艺， 尤其是戏曲， 可以
说是受家里熏陶。 我父亲所在的电信局有个业余京剧
团， 每年都会在长安大戏院组织演出。 我小时候都是
看着他们的演出长大的。 我们家逢年过节或是来了客
人， 就会摆开文武场。 大家轮流唱一段， 我因为会唱
戏， 嗓子也好， 所以也经常给大家表演， 获得大家一
致的肯定 。 从那时起我就痴迷上了曲艺 ， 尤其是演
唱， 在上学时也没间断过。 小学时在文艺队唱 《夫妻
识字》、 《小放牛》 等， 算是文艺骨干。 我在北京四
中依旧是文艺骨干。 学校有业余京剧团， 由于我的嗓
子好， 音色亮， 调门高， 所以我基本上分到的角色都
是旦角 ， 也算小有名气 ， 一度还受到专业前辈的青
睐。 但那时京剧界旦角行当已经开始培养女生， 所以
我也就没往男旦这个行当上再走。”

退掉河大数学系
考上中戏话剧表演班

谈及大学生涯， 柳石明回忆说： “虽然身在戏曲
氛围中， 兴趣和心愿也是从事戏曲工作， 但父亲不同
意我走这条路。 我只好遵从父亲的意愿， 考上了位于
天津市的河北大学数学系。 考上这样的大学和专业，
备受邻里朋友瞩目推崇的。 大家都替我高兴， 但唯独
我很受煎熬。 因为我的志趣根本就不在这上面。 上了
大学后， 由于不适应这样的专业学习， 我一度失眠，
慢慢的患上了神经官能症。 第二年， 我被迫休学回家
养病。 说起来也怪， 等我回到家后， 这病就不治而愈

了， 也不失眠了。 回家后我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不但
父亲不同意， 连邻居和朋友都不理解， 而且很惋惜。
好在母亲比较开明， 也是心疼我， 她支持我退学。 就
这样， 我的两年大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退学后， 我
一心想搞艺术， 想往文艺方面发展。 但父亲希望我还
是要考大学， 所以我就用了很短的时间简单复习了一
下文化课， 1958年报考了外语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两
所大学 ， 结果是都考上了 。 父亲希望我能上外语学
院， 极力反对我学习戏剧。 但是我打定主意， 一定要
上中央戏剧学院。 就这样我以文化课第一名的身份成
为了中戏话剧表演班的学生。”

但是， 再度开始的大学生涯并非顺风顺水， 用柳
石明的话说就是 “上了学就后悔了”。

“首先说话剧跟戏曲表演风格差别很大， 我以前
戏曲舞台经验很多， 但也落下了很多戏曲程式化表演
的毛病， 这在话剧表演上是大忌。 再有， 当时戏剧学
院有这样一个规矩， 新生入学第一年如果不合格是要
强制退学的。 还有那时流行高大全式的工农兵形象。
从外表上看， 我显然不属于高大俊朗型的。 综合这几
项因素， 显然我很难适应这样的表演学习， 因此压力
特别大。 第一年学业结业的时候自己组织一台大戏，
我扮演一个老太太， 表演上很好看。 但有的老师就觉
得我没发展前途， 主张淘汰我。 多亏我的主讲老师力
挺我， 她觉得我将来的表演会越来越有特色， 就这样
算是过关斩将留下了我。 发展果然应验了主讲老师的
判断。 因为我的舞台经验比其他同学丰富， 尤其是戏
曲表演上打下的台词功底。 因此常常在舞台上表现大
段台词时非常流畅且有激情。 但这是话剧舞台， 这种
情形在戏剧学院的历史上几乎没见过 。” 谈及往事 ，
柳石明说。

与郭兰英同台20余载
他甘当绿叶

柳石明说 ： “我上大学的时候一直都是文艺骨
干， 因为嗓子好， 加上爱唱歌， 所以常在各种汇演中
上台独唱 ， 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应该去音乐学院上
学， 而不应该学话剧。 到了毕业分配那年我的分配通
知一直没下来， 当时我很着急。 老师跟我说， 其实已
经有话剧团要我了， 但偏巧这时有中国歌剧院到学校
来要我， 所以老师希望我能自己来抉择一下。 不知道
歌剧院为什么会找到我， 毕竟我不是学习音乐和歌剧
的专业学生。 有一天老师找我去表演歌曲， 台下坐着

一些人 。 后来我才知道 ， 那些人是中国歌剧院的专
家。 据说当时郭兰英也在台下听我唱歌， 但我当时并
不了解这一切。 我能走上歌剧舞台， 可以说完全是个
意外。 那是1962年， 郭兰英大姐所主演的歌剧 《白毛
女》 缺一个男一号， 是因为原搭档年事已高， 欲挑选
一位歌剧新搭档， 所以才到下面去挑选新演员。 去中
戏选歌唱演员， 一来是经人推荐， 二来也是郭兰英的
主张。 她认为歌剧的角色一定要由有舞台表演经验的
专业戏剧演员来担当， 而不能仅限于专业歌唱演员。
由于我是中戏嗓音条件最好的， 同时也有这方面的功
底。 就这样， 这个意外一下子改变了我一辈子的专业
道路， 我被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 与郭兰英一起搭档
演出 。 《小二黑结婚 》 、 《刘胡兰 》 、 《白毛女 》 、
《窦娥冤》 等剧目不断地重编重演， 观众们也仍保持
着强烈的兴趣。 我幸运地赶上了中国歌舞剧最红火的
黄金年代， 并为此作出一点小小的努力， 为此， 我从
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与郭兰英同台演出20余载， 虽然在那个红得耀眼
的年代里， 柳石明一直都甘当绿叶， 但他却说 “那一
段从艺经历对我来说是舞台生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郭兰英既是我歌唱艺术上的导师， 同时也是我精神上
的一面镜子。 她教给我如何对待自己的事业， 她有一
句名言我至今铭记： 要用心去歌唱。 她的专业精神与
敬业态度， 时常会激励我并感染我， 从精神意义上来
讲， 歌剧生涯让我格外满足。” 在歌剧 《窦娥冤》 中，
柳石明扮演的窦天章曾荣获文化部颁发的表演奖、 优
秀奖两大奖项。

对柳石明来说， 至今难以忘怀的是郭兰英告别歌
剧舞台时的那场演出。 柳石明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 郭兰英举办告别歌剧舞台的全国巡回演出， 我跟
她搭档排演了 《小二黑结婚 》、 《白毛女 》、 《窦娥
冤》、 《刘胡兰》 四个歌剧片段。 最后一场演出是在
天津第一文化宫， 晚会第三段是 《白毛女》， 然后就
休息， 最后是 《窦娥冤》 的 《托梦》 一段戏。 那时候
天津第一文化宫因为年久失修， 那个地毯倒绒了， 地
毯一倒绒就非常滑， 她扮演的窦娥从山上跑下来冲劲
特别大， 正好冲到地毯上， 结果那个地毯特别滑， 就
把她滑得飞了起来， 之后重重摔倒地上。 当时摔的声
音特别响， 这个意外让全场观众都愣住了。 但郭兰英
硬是以坚强的毅力站了起来， 之后就硬是坚持站在舞
台上把这出戏唱完了， 那段唱长极了， 可能是8分多
钟， 特别有名。 当时我在台上， 看见她痛得汗水顺着
脸颊直淌， 我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太疼了， 当时我的眼

泪就止不住了， 当时台下的观众也都被感动的哭了。
演出一结束， 她就被送到医院， 一检查， 骶骨粉碎性
骨折。 粉碎性骨折还能在台上坚持演了一出戏呀， 任
何一个人都不能坚持， 她能坚持了， 所以我说这一点
我特别佩服她。”

他因 《一个美丽的传说》
成就自己“美丽传说”

谈到自己的成名作 《一个美丽的传说》， 柳石明
说： “对于歌手而言， 能碰到一首好的歌曲是运气。
《一个美丽的传说》 是著名作曲家吕远的作品。 我跟
吕远老师很熟。 1985年， 电视剧 《木鱼石的传说》 请
吕远老师创作一首主题歌。 有一天， 吕远老师拿着写
好的歌谱找到我， 让我示范演唱。 这一唱不要紧， 我
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首歌， 连忙问吕老师是给谁写的。
吕远笑着说 ‘就是为你柳石明写的！’ 一天下午， 我
被 《木鱼石的传说》 的制片方请去录音。 当时的录音
条件不像现在可以乐队和演唱分期录音， 都是歌手与
乐队现场联合录制 ， 就是一支小乐队 。 我们边唱边
录。 当时我还有别的演出任务， 时间有限。 我就给乐
队老师们作揖， 开玩笑的说， 我说求你们可别冒泡，
如果错了我还得唱一遍。 结果那天， 我们录了两遍就
结束了。 录完音， 我就接到上级的任务出差了。 过了
些日子， 我回到北京， 在菜市场买菜时， 忽然听到卖
菜的老大妈正在哼哼这首曲子。 经过打听才知道， 这
首歌已经传遍大街小巷了！”

《一个美丽的传说》 让歌迷评柳石明为最喜爱的
流行歌手之一。 因为《一个美丽的传说》，柳石明在各地
演出的晚会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这样的镜头， 当他充满
激情唱完《一个美丽的传说》这首歌时，全场观众起立，
齐声鼓掌呐喊，“再唱一遍！ 再唱一遍！” 现场观众不
让他下台， 热烈要求再唱一遍， 直到听过瘾为止。

在歌剧舞台上奋斗了二十余载的 “小二黑”， 却
因一曲 《一个美丽的传说》 红透神州， 对于歌手柳石
明来说，多少有些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厚积薄发、石破
天惊的意味。 对此， 柳石明说： “我和郭兰英演唱了
四十多年。 她的戏差不多男主角都是我。 我自从唱了
《一个美丽的传说》， 大家才认识了我。 我觉得自己与
石头非常有缘 ， 自己名字叫柳石明 ， 唱的又是木鱼
石， 其中都有木， 有石。 冥冥之中， 好像自己就是该
以唱 ‘石头’ 而出名。” 吕远说： “别说柳石明是唱
了我写的 《一个美丽的传说》 才红的， 而是这首歌被

柳石明唱了才成为经典的， 否则它就是一张曲稿。”
的确， 《一个美丽的传说》 的走红与柳石明的独

特演绎是分不开的 。 谈到当年演绎这首歌 ， 柳石明
说 ： “吕老师创作了近一千首歌 ， 成名的就有百余
首， 这是何等的成功率， 这跟他的创作理念和身后的
文化积淀是有关系的。 《一个美丽的传说》 这首歌里
面就融入了东北民歌和唐山皮影的音乐元素。 当初演
唱这首歌时 ， 吕远老师说实词部分根据辽南民歌改
编， 虚词的哎来哎咳吆部分来自唐山皮影， 我就结合
这两地的特点进行演唱。 比如， 唐山皮影里抹弦多，
用到歌里效果非常好。”

自从告别歌剧舞台， 走向歌坛的柳石明在近三十
年的歌坛生涯中还曾演绎过施光南的 《我要飞翔我要
歌唱》， 还有刘青、 曾翔天的 《蝴蝶兰》、 《故乡的椰
子树》 等一批佳作。 柳石明的演唱声音明亮， 行腔甜
润， 吐字清晰， 韵味醇厚。 他深深扎根于民族、 民间
艺术之中。 他对京剧、 京韵大鼓等戏曲、 曲艺、 各地
民歌颇有研究， 所以他演唱民歌时能够非常准确把握
好歌曲的风格。 尤其是陕北民歌， 处理的天衣无缝，
让他人难以企及， 比如 《有吃有穿》、 《横山上下来
些游击队》。 他演唱的东北民歌 《丢戒指》、 四川民歌
《好久没到这方来》、 新疆民歌 《达坂城的姑娘》 等各
地民歌也都非常精彩。 由京韵大鼓宗师骆玉笙亲授的
《重整河山待后生》 堪称是男声版的精品。 叙利亚民
歌 《你呀你呀》 是他的保留曲目， 由他演唱半个多世
纪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吕远老师说， “这一个情字可以把一首歌变得充
满情趣， 充满性格， 充分展示出歌曲本身所带有的情
景与地域性， 这就是柳石明一生追求的东西。”

凭借着对歌唱的热爱
他自创颈椎保养法

“宁可名气不如艺术， 也不要艺术不如名气。” 这
是柳石明最常说的一句话， 这不但是他的人生信条，
同时也是他艺术审美上的自我要求。

近些年， 他不但出版系列声乐教材， 而且还桃李
满园。 他圆润高亢、 韵味醇厚的唱腔获得业界一致的
肯定， 结合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歌的吐字行腔的 “柳氏
发声法” 被誉为 “中国声音”、 “中国民族声乐之集
大成者”。

声乐界形容柳石明是 “舞台上摸爬滚打闯出来的
歌唱家”， 可以说， 这句话特别准确的概括了柳石明

在艺术道路上求索过程。 柳石明不是专业音乐出身，
却直到现在年逾古稀的年纪， 高音丝毫不减当年， 这
堪称业界传奇。

柳石明说： “我曾经有一段很严重的颈椎病的历
史 。 有一次在外面演出 ， 颈椎病犯了 ， 感觉天昏地
暗、 天翻地覆， 真的觉得要死了。 不能睁眼， 一睁开
就迅速的转。 想打电话， 都不能抓电话， 也看不见电
话的号码了。 其实我知道大家住在哪个房间， 我已经
没法打了， 我只能自己去找。 扶着墙出来的， 最后还
是从楼梯上滚下去了。” 后来， 经过五个小时的抢救，
柳石明头晕的症状终于得到了控制， 而此时， 离演出
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他顾不得多想， 拔下针头就走
上了舞台唱歌， 输液胶条还在手背上， 现场很多观众
都感动得落下热泪。 谈及那次演出， 柳石明说： “观
众热情得不得了， 然后开始我们报幕员扶着我唱。 可
是报幕员在我旁边老流着眼泪。 我唱也不舒服， 我说
你下去， 没事。 那天观众还挺热情， 我也深为感动，
大概唱了三四首歌。”

这场演出让柳石明的心变得沉甸甸的， 他没有想
到颈椎病会这么厉害。 看着台下热情的观众， 柳石明
担心以后再也不能为他们唱歌了， 而这也意味着他的
歌唱事业将会从此被终止 。 凭借着对歌唱艺术的热
爱， 柳石明决定自救， 从那次犯颈椎病之后， 他就开
始搜集所有治疗颈椎病的方法， 而且自己还创编了一
套柳氏颈椎操， 并开始坚持晨练做操。 慢慢的， 不但
症状缓解了， 而且他也从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运动套
路和心法。

柳石明曾随团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
声 “爱在乡村” 公益活动。 他们来到山东青岛市黄岛
区为渔民演出， 一曲 《一个美丽的传说》 唱醉了所有
现场的观众， 舞台上的柳石明精神抖擞， 容光焕发，
一点也不像年近八十高龄的。 但下了舞台之后， 回到
演员休息室， 柳石明却突然一下子瘫倒到椅子上。 这
一举动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 同时大家这才得知柳石
明此次是带伤上阵， 演出前他的膝盖刚刚扭伤。 当接
到中国乡村之声 “爱在乡村” 公益活动邀请时， 柳石
明毫不犹豫答应参加。 没想到临近演出之前的几天，
却扭伤了膝关节，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推掉这次演
出。 但他甚至封锁了受伤的消息， 赶到了演出现场。
看着大家关切的眼神， 柳石明却说： “来之前， 腿脚
就不太舒服， 人老了， 膝盖扭了一下， 痛的厉害。 但
不能耽误咱们给农民朋友表演啊， 我忍忍就行， 没什
么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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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出世得肺炎， 面临死亡威胁。 退掉河大数学系， 考上中戏话剧表演班。
■他没去话剧团， 被歌舞剧院招用。 与郭兰英同台20余载， 他甘当绿叶。
■他原唱 《一个美丽的传说》， 成就自己的“美丽传说”。 他凭借着对歌唱的热爱， 自创颈椎保养法， 延续着歌唱生命。

美丽传说的传奇
□特约撰稿 邢大军

歌唱家柳石明讲述 《木鱼石的传说》 主题曲背后的故事
年轻时的柳石明 柳石明与郭兰英演出20载

生活中的柳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