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在河南郑州新密矿务局井下演出。

每当人们唱起：
五彩云霞空中飘，
天上飞来金丝鸟，
红军是咱们的亲兄弟，
长征不怕路途遥。 就会想到邓玉华； 每当人们

唱起：
太阳出来照四方，
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
太阳照得人身暖，
毛主席思想的光辉，
照得咱心里亮。 还会想到邓玉华； 每当人们唱

起：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更会想到邓玉华。 记者在

学生时期就会唱这三首歌， 邓玉华老师更是记者的
偶像。 有一天， 记者终于采访到邓玉华老师时， 又
想到了这三首歌。 但是， 邓玉华演唱这三首歌的幕
后故事， 而且许多人并不了解的是， 50多年来， 她
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小矿山。 为此， 记者利
用这次采访的机会， 从她为矿工演出的故事， 以及
她不为人知的艺术生涯进行了比较详实的采访。 记
者也很好奇。 于是， 邓玉华老师向记者介绍了她的
艺术人生。

她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小矿山
最多时一天演唱7场

50多年来， 邓玉华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
小矿山。 与煤矿工人有着血肉相连的不解之缘。 在
国家困难时期， 由于缺少粮食， 酿酒也很少， 煤矿

工人喝不上酒了。 邓玉华说： “矿下终年阴冷潮湿，
矿工靠喝酒 ， 一是抗潮湿 ， 一是暖身体 。 没 有
了酒 ， 对矿工很有害。” 有一次， 邓玉华到北京饭店
演出见到了周总理。 她向周总理反映了矿工没有酒
喝 ， 对 他 们 身 体 没 有 好 处 的 情 况 。 邓 玉 华 说 ：
“这次见面之后 ， 没有多长时间 ， 煤矿工人喝到
了酒 。 ” 邓玉华将下情向上传达， 就得到了周总理
的重视和解决。 邓玉华说： “这说明周总理对矿工
的关心不是停留在嘴上 ， 而是很快布置 ， 得到落
实。”

她不仅下情上达， 更主要的是为煤矿工人演出，
一年演出300多场。 下矿山演出， 由于考虑到矿工的
倒班和食堂、 医院的工作人员的要求， 她几乎每天
都演出两三场， 有时一天要演出7场。 她每场要唱六
七首歌。 有时一天要唱四五十首歌。 多少次， 她穿
上矿工服， 头戴矿灯， 在井口、 巷道、 掌子面为一
线演唱。 多少次在食堂帮助擦桌、 洗碗， 在厨房为
工人演唱。 有时风沙弥漫， 为了让矿工们舒适地观
看， 邓玉华宁肯用加倍的气力， 自己逆风演唱。 夏
天在室外演出， 蚊子叮在脸上， 飞进嘴里， 她眉头
也不皱一下， 照样全神贯注地演唱。 有一次， 在宁
夏石炭井煤矿， 邓玉华去医院为伤员演出， 在一个
病房里， 只有一位正在做牵引治疗的煤矿工人。 她
走到这位煤矿工人面前， 亲切地问他： “想听什么
歌？” 这位煤矿工人说 ： “我最想听熟悉的 《地道
战》 插曲。” 邓玉华刚唱了头两句： “太阳出来照四
方， 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 这位煤矿工人就泪流满
面， 未等她唱完， 激动地拉着她的手说： “要是在
旧社会， 像我们这样的叫花子早就被扔到了万人坑
了。 可现在我受了伤， 党这样关心照顾我， 还派你
们来为我演出。 我要争取早日把伤养好， 加倍努力，
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

1978年， 邓玉华被评为全国煤炭战线 “劳动模
范”。 她还被辽宁抚顺矿区、 内蒙古霍林河矿区、 山

东枣庄矿区、 山西大同矿区等几十个矿区授予 “荣
誉矿工” 的光荣称号。

她毛遂自荐踏入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
为此后演唱事业打下基础

1942年11月6日邓玉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
庭。 ３岁的时候， 邓玉华便常常站在自家的大炕上，
给爸妈唱 《小白菜》， 唱 “小小姑娘， 早早起来， 手
提花篮上市场”， 小小的人儿， 在炕上载歌载舞， 直
把爹娘逗得前仰后合 。 小学是在西城区广宁伯
街 小 学度过的。 邓玉华对记者说： “我父亲是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工程师 。 他 自 己 攒 了 一 个 电 匣
子 ， 就是收音机。 我从小就爱唱歌。 我就在电匣子
听歌曲。 电匣子有儿童节目 ， 经常播放儿童歌曲 ，
我就跟着唱。 电匣子还有教儿童歌曲的， 我就跟着
学。”

邓玉华８岁那年， 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成立， 听
到电台里飘出优美的童声合唱， 她先是趴在收音机
前， 跟着一起唱： “我们的田野， 美丽的田野……”
渐渐地， 她开始羡慕那些合唱团的孩子们， 想着如
果有一天， 能跟他们站在一起齐声歌唱 ， 该多好 。
这渴望一天天疯长起来， 终于使得邓玉华提起笔来，
给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写了封信。 那年她上小学四
年级。 信是这样写的： “我是北京西城区广宁伯街
小学的学生， 今年１０岁， 我特别喜欢唱歌， 希望参
加你们团， 请老师收留我 。” 在信封的邮寄地址一
栏 ， 她 郑 重 写 上 “ 中 央 少 年 广 播 合 唱 团 老 师
收 ” ， 看着信封滑进了邮筒， 才轻舒了口气， 像是
了了一桩心事。 信虽然寄出去了， 可能否收到回音，
邓玉华不知道， 也没去想 ， 只是照常上学 、 玩耍 、
唱歌， 日子一天天过去， 她甚至忘记了自己还写过
这样一封信。

然而， 有一天， 一位老师告诉邓玉华， 校长找

●50多年来， 邓玉华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小矿山。 有时一天要演出7场， 要唱四五十首歌。
●1978年， 邓玉华被评为全国煤炭战线“劳动模范”， 被几十个矿区授予“荣誉矿工” 的光荣称号。
●她不是《情深意长》的原唱，而是第三位。周总理提议让她唱。
●从傅庚辰找她唱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到唱 《映山红》， 她已与傅庚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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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矿山 歌传神州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文/摄

她， 让她到校长室。 想到 “只有调皮捣蛋的学生才
会被校长 ‘提审’”， 邓玉华忐忑不安， 以为自己一
定犯了什么错， 要挨训了。 令她吃惊的是， 校长一
改往日的严肃， 和颜悦色地说： “邓玉华， 你是不
是给中央广播少年合唱团写信了？” 邓玉华说： “是
啊， 我写了一封。” 校长指着坐在一旁的两位大人对
邓玉华说： “这就是合唱团来的老师， 找你来了 ，
想听你唱歌 ， 也想听听其他同学唱歌 。 ” 邓玉华
这才看到屋里还有其他人 ， 听说是合唱团的老
师 ， 顿时高兴得开了花， 拉开架式， 就一首接一首
的唱开了。 老师们听得认真， 却不置可否， 临走时
说 “等通知”。 没几天， 通知下来了， 邓玉华所在的
小学， 被录取了两名。 邓玉华和同班的另一位同学。

进了合唱团的邓玉华， 从最基本的音乐理论学
起 ， 如鱼得水 ， 很快凭着自己的聪敏用功 ， 成
为团里出类拔萃的孩子。 不久， 她被分到教歌组，
去电台教全国的孩子们唱歌了 。 “小荷 才露尖
尖角”， 邓玉华在少年合唱团度过了五年的时光。 她
从少年转变为15岁的青年， 也不能在少年合唱团演
唱了 。 但在少年合唱团的日子里 ， 邓玉华于快
乐中日有所获， 为此后的演唱事业打下了最初的基
础。

她又毛遂自荐走进中国煤矿文工团
不到20岁的她灌制第一张唱片

邓玉华小学毕业后， 她就想上北京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附中。 她说： “一是那里学费便宜， 二是又
可以唱歌。 三是想当音乐教师， 解决一下家里的经
济困难。 因为家里孩子多。” 可这一年的暑假， 全国
各文艺团体到北京广泛招收学员。 所招学员不仅管
吃管住， 还有工资， 还能当学员， 又能唱歌。 邓玉
华听到这个消息， 自是欢欣雀跃。 全国这么多文艺
团体， 考哪个好呢？ 邓玉华首先想到了中央歌剧舞

剧院， 因为她看过他们演的 《白毛女》， 很羡慕演员
在台上既能演又能唱， 而且她还经常看到剧院的一
个演员到对面街坊家串门， 那么， 对面街坊一定也
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了。 于是， 邓玉华敲开了对面
街坊家的门。 “阿姨， 我特别喜欢唱歌， 我初中毕
业了， 想考你们团。” 邓玉华开门见山， 说明来意，
一双清亮眸子热切的瞅着对方。 “我经常听你在家
里唱歌， 你嗓子挺好。 可你知道我是哪个团的吗？”
阿姨笑嘻嘻得拉她进了屋。 “你不是中央歌剧舞剧
院的吗？” “不是， 我是煤矿文工团的。” “是不是
那个卖煤球的文工团？” “不是， 我们是专门为挖煤
的矿工服务的。 非常辛苦， 常年在基层为工人演出，
但我们团条件很好， 而且团里也正在招生， 你怕不
怕苦？” “不怕， 能唱歌就行。” 一问一答之间， 邓
玉华弄清了， 便决定先去那个为 “矿工服务” 的文
工团试试身手。

在街坊阿姨的热心安排下， 邓玉华按照约定的
时间， 辗转坐了好几趟车， 赶到了当时文工团所在
地———大黄庄。 进到指定的房间， 许多人已经坐在
那里， 等着听歌。 邓玉华气定神闲， 把会唱的歌全
唱完了， 立在那里等着听评语。 “我们欢迎你到团
里来， 你看明天就来上班， 行吗？” 团长跟其他人商
量后， 和蔼得征求邓玉华的意见。 “呦， 这是我第
一个来考的团， 我还想去考考别的团呢？” １６岁的邓
玉华，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录取了， 担心漏掉其他的
机会， 心里一急， 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 便冲口而
出。 “你就别再考了， 我们团挺好的， 好多国家性
演出我们都参加 ， 还经常给毛主席 、 周总理演出
呢。” 团长并不生气， 好言相劝 。 见邓玉华咬着嘴
唇， 仍不说话， 团长继续 “利诱” 道： “别的演员
来这里１６块钱， 你来， 我们给你１８块； 别的演员来
了， 到月底发半个月工资 ， 我们发你一个月工资 。
你今天回家， 我们派人开车送你回家， 跟你爸妈商
量商量， 你看好不好？” 看着团长可亲又热诚的脸，

邓玉华不由得感动起来， 说了声： “那， 我就来咱
们团吧。” 至此， 邓玉华成为一名首都舞台上年龄最
小的独唱演员。

1962年 ， 不到 20岁的邓玉华灌制第一张唱片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 邓玉
华说： “作者通过煤矿文工团找到我， 希望我能试
唱这首歌。 我一唱就被它吸引住了。”

经常到中南海怀仁堂、 紫光阁演出
受到毛主席、 周总理的赞扬

邓玉华说： “煤矿文工团与其它文艺团体经常
到中南海怀仁堂给毛主席演出， 到紫光阁给周总理
和 一 些 部 长 们 演 出 和 跳 舞 ， 也 得 到 了 毛 主 席 、
周 总 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教诲和关怀 。 ” 因
此 ， 尽管当时邓玉华还很年轻， 但是被称为出道早，
成名早， 出唱片， 时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歌
曲。

著名歌唱家王昆曾经说过： “其实小邓年纪不
大， 她1959年才成为专业演员。 当年在资深歌唱家
的行列中， 老同志中有的已有20多年的舞台经历了。
那么， 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邓玉华是一位老歌唱
家呢？ 我有这个错觉， 是因为她演唱的曲目几乎都
是我国三个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社会
主义建设） 的革命歌曲。 小邓没有参加抗战的经历，
但她为表现抗战时期军民生活的电影、 电视剧录制
过不少歌曲， 这些歌曲都是在人们的心中生了根 。
邓玉华的演唱风格是属于我们这些从解放区开始就
形成的民族唱法行列的一个。 她唱得朴实无华， 坦
率真实。 她的发声方法是属于老歌唱家的那种， 自
然、 痛快， 不雕琢， 不拿捏的 ‘草根’ 风格的一种。
这种唱法不千人一面， 千人一声， 而是有自己的个
性， 有自己的特点。 有时候我想， 不知道是由于小
邓的声音的甜蜜而把几首歌唱红了？ 还是几首歌把
小邓的嗓子 ‘训练’ 的甜美了。 小邓年纪不大， 正
赶上 （上世纪） 50年代， 我国文艺处于一个比较活
跃的时期。 小邓比我小20多岁， 但她遇到了这个好
年月， 有几次我们同在周总理面前聆听他的教导 。
从那时至今， 每想起当时的情况， 觉得我们都是幸
福的人。”

著名歌唱家邓玉华心中的五彩云霞

（下转12版）

1982年， 邓玉华在中央电视台拍摄专题片 《乌金
花》 演唱歌曲 《喜报歌》。

1989年在山东泰安煤矿慰问演出。

邓玉华与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合影。 邓玉华与丈夫交流。

邓玉华与本报记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