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瑛与本报记者合影。

著名声乐教育家、 解放军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
师、 殷瑛的恩师孟玲对殷瑛的评价是： “她对音乐很
用心， 歌声真诚， 并且保存了许多可贵的品质， 十分
谦虚， 也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学生， 踏实努力， 对艺
术有很好的悟性。” 著名乐评人金兆钧在欣赏了殷瑛
的演唱后感叹道： “殷瑛是个很有希望的歌手， 她具
有非常广泛的适应力， 多年专业训练能让她在以后的
流行唱法中显示出优势 。 她善于通过自己的观察分
析， 从前辈、 同行中汲取更多的优点。 磨好一首歌，
唱出自己的个性， 通过更好的作品将自己推到舞台最
前方， 她会成功的。” 中国文联副主席、 著名作曲家
孟卫东如此盛赞殷瑛： “殷瑛的歌声很美、 很甜， 有
执着更有追求。 从 《我是日月一瞬间》 到 《长大回不
去了》， 从 《巴土恋歌》 到 《草原情歌》 再到 《梦回
赤壁》 等等， 无不彰显着她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面对音乐界专家的高度评价， 以及取得的无数音
乐奖项 ， 殷瑛最在乎的还是铁路工人的掌声和欢呼
声 。 被称为铁路工人的 “百灵鸟 ” 殷瑛激动地说 ：
“我是一名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独唱演员， 我要把更多
动听悦耳的歌声洒满万里铁路线， 为辛苦建设中国铁
路、 守护中国铁路的工人歌唱。” 从2006年进团到现
在， 殷瑛平均每年到基层演出七八十场， 最多的一年
演出达一百多场。 最近， 殷瑛又走入基层慰问工人演
出一个多月， 先到安徽合肥， 再到湖北武汉， 顾不上
回家看看， 又到河南、 辽宁、 吉林， 近日， 从吉林刚
刚回到北京。 她说： “除了演出， 这一个月基本上都
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在她演出的间歇期， 记者采访
了这位铁路工人的 “百灵鸟”。

16岁获全国新星选拔赛金奖
21岁夺上海“青春佳丽小姐”奖

“人活一生， 命比草木短， 心比天地宽， 我是日
月一瞬间， 也是苍生一百年， 爱也罢恨也罢， 把那不
能改变的日月改变。” 这是殷瑛为电视剧 《日月凌空》
演唱的主题曲 《我是日月一瞬间》， 也是她首张个人
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曲。 她说： “如此大气磅礴的
歌词， 优美动听的旋律，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

己也非常的喜欢。” 殷瑛出生于湖北武汉， 自幼活泼
好动的她对于音乐和舞蹈有着浓厚的兴趣。 上学后，
随着知识的积累， 她对琴棋书画都想涉猎。 正是这样
一种富有追求的态度， 使得她在音乐学院读书期间就
坚信， 对于不同的事情经历越多、 与不同的人接触越
多， 就越能够将歌声中的那些或细腻或独特的情感体
现出来。 所以， 她在校期间主动担任形体课的钢琴伴
奏老师， 在寒暑假为各种各样的商演做节目主持人，
还在内蒙古卫视 “电视大明星” 节目中担任嘉宾， 在
非典时期和李玉敏、 戴玉强、 任真等老师一起录制光
盘， 赠送给在抗击非典中有突出贡献的八大医院， 并
受到时任文化部长高占祥的好评。 正是这些殷瑛称为
“不务正业” 的兴趣爱好， 造就了她性格的率直爽朗、
执着顽强。

她16岁参加全国新星选拔赛获金奖， 21岁因气质
独特夺得上海 “青春佳丽小姐” 奖， 文化部艺术中心
举办的第二届 “中华艺术新秀选拔赛 ” 民族组二等
奖 、 第十三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湖北赛区优秀歌
手、 第十四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北京赛区三、 第十
六届国际艺术家声乐大赛流行组第二名的好成绩。 殷
瑛的音乐之路可谓风生水起。

第一次随团演出青涩、紧张
石富宽、刘洪沂等老师给予很多鼓励

2006年， 殷瑛在一次演出中， 与中国铁路文工团
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沂老师相识。 当时刘洪沂老师推
荐殷瑛报考了中国铁路文工团。 从此殷瑛走上了职业
演员的道路。 中国铁路文工团隶属原铁道部， 即现在
的中国铁路总公司。 文工团每年要走基层慰问全国18
个局的铁路工人， 年均有300多场演出。 殷瑛说： “我
们一般分三个队， 分别走不同的铁路沿线。 每年的三
月到十月都去基层巡演慰问职工。 一走就是十多天。
我很荣幸分到了一队， 我们这个队主要是以曲艺、 杂
技、 歌唱为主。 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 李嘉
诚、 刘洪沂等老师， 每次我们年轻的演员上舞台表演
他们都会在侧幕观看 ， 如果我们有哪些地方做的不
好， 下台后他们都会很认真地告诉我们。”

殷瑛记得第一次下基层慰问是到西安铁路局 。
“在这十多天里， 我学到了以前没有学到的东西。 因
为刚从学校毕业， 唱歌太注重方法， 而不太注意去和
观众交流， 自己也会觉得很紧张， 不太自信， 总是在
想今天声音有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音质。 这些让
团长石富宽老师看出来了， 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很
多鼓励的话， 还教我怎样去和观众交流， 怎样去控制
舞台。 短短的十几天让我成长很快， 此后我越来越适
应这个舞台了。”

殷瑛还说： “小时候经常看到火车从武汉长江大
桥上呼啸而过， 却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名铁
路职工。 人生很多的缘分也许就是这样默默注定的。
这次坐火车随团为铁路工人演出 ， 感到很自豪很亲
切。”

尊师学艺，艺无止境
孟玲老师的点拨，加快了殷瑛的转变过程

2007年， 殷瑛回到家乡参加湖北省第二届 “金编
钟” 声乐比赛， 获得了美声组银奖。 在比赛的间歇期
间， 殷瑛认识了著名作曲家、 湖北省音乐家协会驻会
主席方石老师。 正如方石老师所说： “殷瑛从外形到
声线都非常适合走通俗路线， 声音有张力、 音域宽、
很有自己的特点。 她的天分加上美声的实力对以后演
唱作品是有很大的帮助。” 对殷瑛来说， 这一路走来，
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方石老师。 她说： “是方石老师让
我从美声转到通俗， 也是他对我说， 如果你改唱通俗
歌曲 ， 路会走的更宽些 。” 听完方石老师的一番话 ，
回到北京的她纠结了， 觉得方石老师说的有道理。 慢
慢地她自己的观念也开始转变。

也许很多人认为从美声唱法转到通俗唱法一定很
简单， 但当殷瑛回忆起来那段日子时仍能感受到她当
时转变时的阵痛： 一开始用通俗唱法演唱一些歌曲时
在中音区的时候还好， 但一到高音区美声唱法痕迹就
特别的明显。 她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 摸索、 总结，
幸运的是在这段转变的关键时期， 她又遇到了一位恩
师， 那就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孟玲老师。 她也是王宏
伟、 刘和刚等著名歌手的老师。

孟玲老师的点拨加快了殷瑛的转变过程。 经过三
年的转变， 殷瑛终于在文化部举办的首届 “金钟奖”
流行唱法中获得 “最具潜质女歌手奖”。 期间， 方石
老师量身给殷瑛打造了电视剧 《日月凌空》 的主题曲
《我是日月一瞬间》。

现在， 殷瑛在唱法上大胆尝试， 取得了不小的
突破， 集美声、 民族、 流行等多种风格于一体。 殷瑛
的跨界唱法是以多种唱法构织成她独创的声乐艺术体
系。 这体系鲜明地体现了殷瑛的艺术思路， 具象而准
确地塑造形象与形态、 生动贴切地抒发情感、 形象地
诠释歌曲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用殷瑛自己的话来讲，
从美声到流行跨界是为了 “接地气”， 更好地把积极
的态度传达给听众。

为10名职工演出，演员比观众还多
大雨中演唱，职工为殷瑛打伞

三年演唱唱法成功转变， 但并未改变殷瑛为铁路
工人歌唱的热情和激情。 从第一次为铁路工人演出到
现在， 殷瑛已经为铁路工人演出了上千场， 走过的铁
路线也有上万公里， 从一个刚出道青涩的演员转变为
一名舞台经验丰富的青年歌手。

殷瑛说： “刚进团的时候紧张的是怕唱的不好，
没达到自己想要的音色、 音准等演出技术效果。 现在
紧张的是如何去打动观众， 控制现场气氛。 有时嗓子
不舒服 ， 也担心破音 。 但所有真唱都会有破音的风

险， 跟嗓子当天的状态， 以及当天的舞台条件和音响
效果都有关系。 我们团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 就是坚
持所有的演出都是真唱。 从我进团到现在我们都是如
此要求的。 这给我们年轻演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锻炼
机会。”

当问起印象深刻的演出经历时， 殷瑛显得有点激
动， 她回忆道： “记得在一个特别偏远的山村， 有一
个很小很小的车站， 那里总共只有十多名铁路工人。
当时我们的演出人员都比他们人数多， 但我们演员并
没有因为职工少而放松， 反而大家都拿出了自己最好
的状态去为他们表演。” 这就是殷瑛记忆中最小的车
站， 也是观众最少的演出。

殷瑛踏过的铁路线最北边的就是满洲里 ， 在这
里， 她被我们的铁路工人深深的打动了。 2008年的夏
天 ， 满洲里大森林的温差比较大 ， 晚上冷 ， 白天暴
晒。 在酷暑中， 我们的铁路工人一段一段地铺设着铁
路。 这是她第一次看到铁路是怎样建设的。 那天她们
正好去慰问这条线的铁路工人， 来观看演出的有100多
人。 由于在森林里没有电， 只能找到一块空旷的地方
给他们清唱。 歌声回荡在大森林里， 近两个小时的演
出， 感动了铁路工人。

他们兴奋地说， 原来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这么多
著名的演员， 没想到今天却走进他们的生活， 为他们
专场演出。 而这场演出最让殷瑛感动的是， 在她边唱
边跟工人们握手时， 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工人师傅觉得
自己黑乎乎的手很脏， 怕把殷瑛的手弄脏了， 就把自
己的手在身上擦了半天才慢慢地伸出来与殷瑛握手。
当时殷瑛感动得眼泪一涌而出， 她说我们的铁路工人
是最可爱、 最可敬的人。

还有一次是在武汉铁路局演出。 “那时正是南方
的雨季。 平时我们演出是在铁路上的工人文化宫或者
是工务段机务段的厂房里 。 但这次我们是在露天演
出。 演出前， 天空很晴朗， 在演出中途， 突然下起了
磅礴大雨。 当时正好是我在舞台上演唱， 我们的一位
铁路职工一直站在我身后为我撑着伞， 直到我的演出
结束。 当我看到他时， 他已经被雨水淋透了， 那一刻
我早已潸然泪下， 我太感动了， 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淋
湿而感谢他， 而是感动于我们敬爱的铁路职工无处不
在的舍己为人的正能量。 也正是有了他们的默默付出
和辛苦工作， 才有了我们国家铁路事业的高速蓬勃发
展。

殷瑛遇到最艰险的一次演出是在贵州。 “有一次
我们去贵阳演出， 在重庆下车后转坐汽车奔赴贵阳。
坐了6、 7个小时的车后， 进入贵阳市区。 当时贵阳突
降暴雨， 市区的好多条街道都被洪水淹没了。 我们的
车像条小船被浸在滔滔不绝的大水中， 不能动弹， 持
续了3个多小时才缓缓地驶出了洪水的包围。”

火车、 汽车， 汽车、 火车， 这是殷瑛到基层巡演
时的代步工具。 “有铁路的地方就有我们的身影。 为
了我们的铁路工人， 我们值得。” 殷瑛激动自豪地说。
多年来殷瑛一路欢歌笑语， 她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最南到海南省、 西到新疆、 北到漠河。 殷瑛的歌声萦
绕在铁路职工的心里 ， 她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 殷瑛说： “现在， 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 有的人
会找我签字， 有的会找我加微信。 去年我们到四川演
出， 我新认识了一位工人师傅， 他一直关注我的微博
和微信， 每次我发朋友圈， 他都会和我交流。 我每到
一个地方演出， 他也会关心地问候 ‘殷老师一定要注
意身体， 我会永远支持你’。 正是这一场场演出让我
越来越热爱这个舞台， 也越来越热爱我们的铁路工人
们。”

车厢里，用歌声伴铁路职工和旅客度除夕
参加公益演出不辱“爱心大使”的形象

“把欢乐送到车厢， 把温暖送到职工和旅客中去”
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一贯宗旨。 殷瑛记得2011年的除
夕夜， 团里安排二十几个演员踏上北京开往杭州的列
车。 这也是她第一次没有陪父母亲过年， 但和铁路职
工 、 旅客们一起过了一个别样的新年 ， 让她终身难
忘。

除了慰问铁路工人， 殷瑛还经常参加公益演出。
尤其是春节前后， 殷瑛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到敬老
院慰问演出。 今年春节前夕， 殷瑛到东篱敬老院慰问
演出， 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 为众多的老人演出了
几首歌之后， 当听说还有几位不能走动的老人没有来
现场看演出， 她便主动地来到他们的房间里， 为老人
清唱了高亢嘹亮的 《青藏高原》 等两首歌曲， 受到了
老人的欢迎。 老人们说： “专业演员走到我们跟前唱
歌。 我们不出房门就能听到专业演员唱歌， 这辈子都
不能忘记。” 殷瑛非常感动地说： “谁没有父母， 谁
都会有老的时候， 看到他们就会想到自己的将来。 所
以， 他们想听歌， 我们应该满足这个要求。” 殷瑛的
公益演出不辱其 “365爱的呼唤” 大型公益活动 “爱心
大使” 的形象。

殷瑛怀抱着音乐梦想一路走来， 并非一帆风顺，
但她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对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特别
是孟玲老师等前辈们， 充满着感激之情。 殷瑛还要感
谢一直支持和给予她鼓励的听众。 听众是她的 “衣食
父母”。 作为一名歌唱演员， 殷瑛深知要把最动听的
歌声不断地唱给听众 ， 才能使自己在演唱中走向成
熟。 这些年来， 殷瑛先后演唱了 《我是日月一瞬间》
《在这欢乐时刻 》 《梦回赤壁 》 《长大了回不去了 》
《巴土恋歌》 等创作歌曲、 电视剧主题曲。 2013年对于
殷瑛来说是丰收的一年， 著名的神曲教父老猫亲自为
其量身打造 《草原情歌》， 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受到了
欢迎和喜爱， 那年， 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发行了她的
首张个人演唱专辑 《我是日月一瞬间》。

人的一生最有价值的就是有自己一生的奋斗目
标， 而且坚持如一， 不断向高处迈进。 殷瑛就是这样
的一位践行者。 铁路工人期待着 “百灵鸟” 有更多更
好的作品问世， 奉献给他们。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实习记者 董志威 文/摄

铁路工人的“百灵鸟”殷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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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听悦耳的歌声洒满万里铁路线

殷瑛在车厢里为铁路工人和旅客演唱。 殷瑛在铁路工地上为铺设铁路的工人高歌。

●著名相声演员刘洪沂推荐她报考中国铁路文工团，她从此走上了职业演员道路。
●从2006年进团到现在，她平均每年到基层演出七八十场，最多的一年演出一百多场。
●从第一次为铁路工人演出到现在，她已经为铁路工人演出了上千场，走过的铁路线有上万公里。
●经过解放军艺术学院孟玲老师点拨，她加快了由美声唱法向通俗唱法的转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