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节前夕 ， 记者采访了著名声乐教育家 、
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硕士生导师孟玲教

授。 在采访中， 她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上百幅照片。
她说： “这些照片定格了我的艺术人生， 30多年的教
学足迹。” 记者看到了多幅主题为 “师恩如山———孟
玲师生音乐会” 的照片。

在新近的一幅照片上可以看到， 音乐会的舞台上
有四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象征着她教书育人的累累硕
果。 这四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暗含着孟玲培养的第九届
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民族唱法金奖得主、
被誉为 “新西部歌王” 的王宏伟， 第十二届青年歌手
电视大奖赛民族唱法专业组金奖刘和刚， 第十三届青
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民族组银奖第一名、 藏族歌手泽旺
多吉和回族歌手哈辉从小树成长为参天大树。

孟玲指着这张照片说 ： “这场师生音乐会是在
2011年的9月10日。 这天是教师节。 这一年是建党90周
年。 我们师生选择这一天， 是学生对教师的尊敬； 选
择这一年是对党的热爱。”

她8岁当上了“文艺娃娃兵”
11岁参加抗美援朝

在这些照片里， 记者看到一张一位小女孩和一位
小男孩穿着解放军军装， 拿着手枪的照片。 孟玲看着
照片似乎想起了什么。 她对记者说： “这张照片是65
年前照的， 手中的手枪是借别人的， 是真枪， 我们拿
着只是道具了。” 这张照片把孟玲带回到了战火纷飞、
解放军以燎原之势席卷中国的1949年初。

孟玲1940年11月出生在天津。 1949年4月， 8岁的
孟玲以她银铃般的嗓音和可爱的形象， 与哥哥同时特
招到第四野战军炮二师文工团 ， 当上了 “文艺娃娃
兵”。

孟玲入伍不到两年， 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 11
岁的孟玲以志愿军的身份入朝， 把清脆响亮的歌声送
给了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 跟着年龄比
她大的同志一起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 抢救伤
员。 记者看到了一张孟玲身着志愿军军装， 尽情拉小
提琴的照片 。 孟玲看着这张照片 ， 向记者介绍着 ：
“我是在战士们的背包上长大的。 那时在抗美援朝战

场， 每天都要行军打仗、 过封锁线。 我年纪小， 又害
怕又跑不动， 就由宣传队里的男队员轮流背着我。 遇
到敌机轰炸时， 老战士们总是第一个把我推进防空洞
或抱到墙角。 如果什么都没有， 就把我藏到弹坑里用
土埋上， 或是用自己的身体把我保护起来。 保护我的
那些 ‘老战士们’， 比我也大不了多少， 也不过是十
七八岁的大孩子而已， 他们中的很多人就牺牲在了朝
鲜战场， 连尸骨都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而我活了下来。
这么多年了， 我常常在想， 我其实是替他们在活着，
我只是在做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友们对我做的事情而
已， 我总想用这种方式延续他们的生命。 也是他们教
会了我忠诚于党 、 忠诚于人民 ， 热爱培养了我的部
队， 热爱党的教育事业。”

在解放战争中、 在抗美援朝时期， 还在少年时期
的孟玲就受到炮火洗礼，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经受了
锻炼与考验。 从此， 奠定了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
锤炼了脚踏实地、 坚忍不拔、 战胜困难的意志， 体会
了同志间的团结友爱和战友间的血肉亲情， 铸就了爱
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她16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她在西藏学会了藏语， 获得爱情

1953年， 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洗礼的孟玲保
留军籍， 重返学校继续学习。 孟玲说： “ 1953年， 我
完成了演出任务从朝鲜前线回到祖国。 组织看到我年
龄还小， 没有上过几天学， 便保留我的军籍， 安排我
到一所小学学习。 过惯了战马征尘生活的我， 回归平
实平淡的日子一下还有些不适应。 尤其是在学习上，
我落课太多， 与其他同学相比差距太大， 遭遇了前所
未有的困难。 这些困难对于我这个从战争的艰难岁月
走过来的人， 经受磨炼了的我， 这点困难又算的什么
呢？ 我凭着顽强的意志， 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只用了
三个月硬是生生地学完了小学五年的课程。 要知道，
我入学的时候， 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水平。 小学毕业
后， 我顺利地考上了天津市重点中学。”

孟玲拿来一张照片， 对记者说： “这是我与恩师
郭淑珍几十年后的合影。” 1956年， 16岁的孟玲以专业
第一名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成为著名声乐教育家

郭淑珍的第一位嫡传弟子。 孟玲说： “我进入了中国
音乐的最高学府， 就定下目标， 每门功课都要拿全班
第一！” 心里定目标容易， 实际做起来就难了。 当时，
由于家庭条件不允许 ， 上大学前 ， 孟玲从未摸过钢
琴， 一个音符也不会弹。 这让她犯了难。 为攻下这个
钢琴 “堡垒”， 孟玲天天泡在琴房里。 她说： “我有
自己的方法， 买来一盒火柴， 练一遍曲子就拿出来一
根 ， 全部拿完了再反过来 ， 练一首放回去一根 。 结
果， 无数个轮回后， 火柴头都被磨光， 火柴盒也散了
架。” 最终， 孟玲获得了钢琴课全班第一名， 达到了
自己的目标。

1963年， 世界著名声乐大师布伦巴洛夫来华开办
专家班， 只招收10名学生。 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孟玲
想要报考 ， 周围人纷纷劝阻 ， 给她泼冷水 。 求知若
渴， 不怕打硬仗的孟玲再一次挑战自我、 证明自我，
和许多当时已是全国知名的歌唱家同台竞争， 最终成
功考上这个班， 成为专家班里最年轻的学员。

记者看到一张背景为西藏布达拉宫的孟玲单人
照。 孟玲看着这张照片说： “这是我到西藏军区歌舞
团之后拍摄的。 还有一张是我与爱人李智良在西藏拍
摄的简易结婚照。 我在西藏获得了爱情。 如今， 我们
快到金婚了。”

原来1964年孟玲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央音乐学院毕
业 。 毕业前 ， 孟玲被确定到总政歌舞团 。 1965年 ，
孟玲被选入中国艺术家代表团， 出国访问、 交流、 演
出。 1966年， 孟玲随代表团回国， 从西藏入境。 孟玲
机不逢时 ， 被动乱的 “文革 ” 搅局 ， 被迫滞留在西
藏 ， 只能进入西藏军区歌舞团 。 这对有些人来说
算是走背字， 但孟玲却不这样认为。 她说： “西藏确
实是偏远高寒地方， 我完全不在意。 在拉萨， 我很快
适应了高原反应， 成为文工团里的台柱子。 在这里，
我认识了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 ， 还成为好朋友 。
我跟她学会了藏语。 在这里， 我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
美术专业的高才生李智良相识 、 相爱 。 他是毕业
时自愿到祖国最艰苦、 最需要的地方， 而来到西藏。
我与他的甜蜜爱情就像神山圣湖 、 雪域高原那样纯
洁。”

1969年， 孟玲又调到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担任独

唱和歌剧主唱。 她很快又成为团里的台柱子， 同时还
担任声乐队长负责团员的声乐指导。 她在这里一待就
是10年。 正当她的歌唱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孟玲被
邀请到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当教师， 直到现在， 又
是36年。 孟玲说： “今年我已经74岁了， 虽然已经退
休， 但还是没有放弃声乐教育， 继续培养着声乐研究
生， 为声乐培养着人才。”

39岁调入军艺， 培养许多少数民族歌手
培养明星学子的秘诀只有一个字“爱”

在孟玲的众多照片中 ， 她与学生的合影照片最
多， 有在2000年与即将毕业的学生合影， 有在2006年
毕业的学生合影。 令记者感兴趣的是， 孟玲与被称为
“新民族三大男高音” 的王宏伟、 刘和刚、 泽旺多吉
的合影。 孟玲自豪地说： “他们都是我学生。”

1979年， 孟玲的身影出现在军艺北琴房的一间小
屋里， 从此， 军艺又多了一名为我国培养声乐人才的
默默耕耘的园丁， 而舞台上则少了一位在聚光灯照耀
下炫目的歌唱家。 30多年来， 孟玲的学生遍天下， 学
生中有许多少数民族， 像泽旺多吉和哈辉。

孟玲的选材标准是 “人品好、 条件好、 耳朵好、
形象好， 加上酷爱” 的 “4＋1” 原则。 同时， 她的学
生中大多数是家境不富裕 。 她指着照片上的王宏伟
说： “王宏伟是从新疆来的。 ‘文革’ 中， 他的父亲
被迫害死亡。 那时他只有3岁。 他的母亲带着他们五个
兄妹 ， 艰苦度日 。 ” 她又指着照片上的刘和刚说 ：
“刘和刚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村庄 ， 上有两个姐姐 ，
父亲和母亲都是纯粹的农民。 他家中的状况比王宏伟
的家庭好不到哪儿去。”

“还有泽旺多吉。” 她转而指向照片上的泽旺多
吉说 ： “泽旺多吉的祖祖辈辈都住在西藏的偏远山
区， 是勤劳辛苦的牧民。 他们世世代代都没有走出过
大山。 而泽旺多吉是家中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 我曾
远赴西藏， 长途跋涉到泽旺多吉的家乡， 考察并带回
了泽旺多吉， 使他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经过几年的
精心培养， 使这个当初文化程度很低的藏族青年成为
冉冉升起的新星。” 她说， “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共同
的优点， 就是诚实、 纯朴、 积极向上、 懂得感恩。 有

了这些品质， 无论做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儿来。” 记者
问道: “培养这么多明星学子的秘诀是什么？” 孟玲的
回答只有一个字———“爱”。 “爱事业、 爱学生、 爱军
队 ,用豁达的博爱之心付出 ,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让我失
望。”

对学生禁令中的“不准谈恋爱” 酷似法海
教学实践中形成“孟氏教学法”

说到孟玲的 “爱” 近乎苛刻， 不近人情。 孟玲规
定自己的学生， 在大学期间 “不准抽烟、 不准喝酒、
不准谈恋爱” 的 “三不准” 禁令。 “‘不抽烟、 不喝
酒’ 这对于以后端唱歌饭碗的学生来说是好事。 ‘不
准谈恋爱 ’， 您是不是有点学 ‘法海 ’ 呀 ？” 记者问
道。 孟玲说： “谈恋爱对于别的老师可以， 在我这里
是绝对不能通过的。 我并不是保守的人。 谈恋爱需要
精力， 要把宝贵的学校光阴都用在学好基础知识， 学
好声乐知识上， 这对一名歌唱演员的今后发展是多么
的重要。 谈恋爱还需要 ‘实力’。 比如， 过情人节时，
要给对象送枝花吧！ 买块巧克力吧！ 一枝玫瑰花需要
多少钱， 一块巧克力需要多少钱， 没有一百二百元，
你拿得出手吗？ 当时， 王宏伟的一个月津贴， 也就不
过一百多元。 刘和刚的父亲为供他上学， 两个手指被
机器压断了。 他们的父母把孩子送到我这里， 我要替
他们负责！ 我怎么负责？ 只有严格要求他们， 让他们
勤奋学习， 努力奋斗， 才会有出头之日。 我也会给他
们的父母家人有个很好的交代， 送给我时， 他们是小
树苗， 我还给他们时是成材的大树。”

“他们有谈恋爱的苗头吗？” 记者好奇地问。 孟
玲告诉记者： “有这样的苗头。 被人追求是好事， 说
明是好小伙子。 王宏伟就曾有女孩子追求他。 我对他
说 ， 你只有两条路 ， 要么留 ， 不能谈恋爱 ， 一心读
书； 要么走， 你放弃学业， 享受生活和爱情。 他知道
我是为他好 ， 知道自己的求学路有多么的艰难与不
易。 他听从了我的劝告， 专心学业， 掐断了谈恋爱的
苗头。 我对他说， 你们只限于普通的朋友， 不能再往
下发展。 刘和刚也有一段谈恋爱的 ‘插曲’。 他在上
大三的时候 ， 我发现 ， 他原来的琴房 、 饭堂 、 宿舍
‘三点一线’ 有所变化。 有一个女孩经常跟在刘和刚

的身后， 还叫他 ‘刚哥’。 我感觉不对劲儿， 找刘和刚
谈话。 他不听我的话， 给我气得躺在了床上， 起不来
了 。 刘和刚知道我病后 ， 立刻来看我 ， 非常愧疚地
说， 孟老师， 请您放心， 昨天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今后我还是过去的那个刘和刚， 还是过去的 ‘三点一
线’！”

在学业上， 孟玲在课堂上严得近于苛刻， 这在军
艺是出了名的。 孟玲解释道: “教音乐,10个学生就是10
个班， 每个都要花心力。 我发现一个苗子不容易， 培
养成人才更不容易 ， 所以 ， 必须因材施教 ， 严格管
理。 这样， 才不枉费人家父母的一片苦心啊 !” 有时，
为了克服学生喉头不稳的问题， 孟玲会半夜起床自己
小声地唱， 反复摸索帮学生矫正的方法。 “一首歌要
做到声情并茂， 每个字的字头、 字腹、 字尾， 都要求
做到恰到好处。 情不能贫,也不能溢， 气要足而不能多
于声。” 孟玲详细地讲解着。 因此， 老师与学生， 必须
默契配合， 而达到这一状态所付出的艰辛是外人难以
想象的。 刘和刚在2002年青年歌手大奖赛上那一曲让
全国观众为之动情的 《儿行千里》， 就是师徒二人反复
揣摩出来的。

孟玲还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 “孟氏教
学法”。 她为每个学生量身订制学习方案 ,之后， 再引
导学生逐步进入 “佳境”。

她给王宏伟提供被子、 热水瓶等生活用品
“非典” 写“大字报”， 给学生买食品

孟玲的 “爱” 并不全是苛刻和不近人情， 更多是
把母爱奉献给学生。 学生们更多的称呼不是老师， 而
是 “孟妈妈 ”。 在这方面 ， 孟玲的小女儿最有发言
权。

当时， 孟玲的小女儿也在军艺读书， 看着妈妈为
自己的学生忙碌， 很不平衡， 对妈妈说： “我不是您
的亲闺女， 王宏伟倒是您的亲儿子。 下回我回家先在
楼下喊一声 ‘王宏伟在不在？’ 他要是在， 家里肯定
有好吃的。 他要是不在， 我就回宿舍泡方便面去！” 对
于女儿的抱怨， 孟玲说： “王宏伟很小的时候， 没有
了父亲。 你身边还有我和你爸呢！” 原来， 王宏伟在
1991年从新疆军区考到军艺时， 是少尉军衔， 工资不
高。 孟玲给王宏伟提供了被子、 褥子、 热水瓶等生活
用品。 王宏伟有限的津贴除按月寄给母亲一部分外，
其余的大都用来买了音乐磁带和书籍， 自己吃饭的钱
寥寥无几。 孟玲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便快速学习了
红烧肉、 西红柿炒鸡蛋等几样 “拿手的家常菜”， 让王
宏伟来家里品尝， 改善伙食。 孟玲说： “你上我家来，
我们吃什么你吃什么。” 孟玲向记者透露， 她以前都分
不清楚韭菜和野草。 到房山的学生家后， 才知道什么
是韭菜， 什么是野草。

即便在 “文革” 时也没有写过 “大字报” 的孟玲，
在 “文革” 的40多年后的2003年写了一张给学生们的
“大字报”。

“大字报 ” 上写着 ： “亲爱的孩子们 ： 现在是
‘非典时期 ’， 我们国家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特殊考
验， 党和政府有决心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困难，
取得抗击 ‘非典’ 的全面胜利。 在这个特殊时期， 你
们一定要遵守学校的规定， 不要私自外出， 不要做任
何让你们家人担心、 让自己将来后悔的事。 这里准备
了一些生活用品和食品， 还有什么需要的留下条子我
会去买。 让我们共同携手渡过这个难关。 爱你们的妈
妈”。 这张 “大字报” 贴在了琴房门口桌子上方的墙
壁上,感动了孟玲的学生们,一直贴在孟玲的琴房里谁都
舍不得取下。 一位家长到学校探望孩子时， 看到残破
的 “大字报 ”， 含着热泪取下来 ， 带回家永久珍藏
了。

这一特殊的时期， 军艺封校， 学员不准外出。 孟
玲骑着伴随她多年的自行车到超市， 买牙膏、 毛巾、
洗衣粉、 牛奶、 巧克力、 饼干等生活用品， 放在琴房
门口的桌子底下。 孟玲在特殊时期， 以特殊方式， 向
学生们传递着爱的温暖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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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声乐教育家孟玲教授

□本报记者 阎义 实习记者 董志威

给我一株小树 还你成材大椿

■■她她是是被被称称为为““新新民民族族三三大大男男高高音音”” 王王宏宏伟伟、、刘刘和和刚刚和和泽泽旺旺多多吉吉的的恩恩师师 ■■她她88岁岁当当上上了了““文文艺艺娃娃娃娃兵兵”” ■■她她1166岁岁考考入入中中央央音音乐乐学学院院 ■■她她培培养养学学子子的的秘秘诀诀只只有有一一个个字字““爱爱”” ■■她她在在教教学学实实践践中中形形成成““孟孟氏氏教教学学法法””

本文作者与孟玲合影。 孟玲在 “孟玲师生音乐会” 上与学生合唱。 孟玲与恩师、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合影。 孟玲与哥哥参军后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