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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睦

——————记记中中国国新新时时代代主主旋旋律律歌歌唱唱家家刘刘媛媛媛媛

难忘求索路途上种种情缘
从1996年站上春晚的舞台， 到新中国成立50周年

大庆演唱开场曲； 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压轴表
演， 到之后歌曲 《民生》 《相约上海》 等作品的成
功， 刘媛媛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实现着新的跨越。 回顾
自己的音乐之路， 刘媛媛表示， 除了从小就生长在一
个充满艺术氛围的 “天然舞台”， 一路上来自各方的
帮助， 更是她人生最难以忘记的缘分与恩情。

西部歌王王洛宾就曾经栽培过刘媛媛。 刘媛媛回
忆小学时， 一次参加夏令营活动， 刘媛媛在河边边玩
水边唱歌， 一位清瘦的老人走过来， 喊她 “媛媛”，
那个场景刘媛媛记得特别清楚， 王洛宾戴着一副在太
阳下会变成咖啡色的眼镜。 她当时还不知道王洛宾的
名字， 就问： “爷爷，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
“刚才你表演节目时， 唱歌很好听， 我一下就记住你
的名字了。 我在新疆军区文工团， 你愿意跟我学唱歌
吗？”从那时起刘媛媛就开始跟王老学习。“他是一位特
别有耐心的老师。 教我唱歌的时候， 如果我哪里做不
好， 他的表情就特别严肃没有一丝笑容， 我如果做到
了， 他就特别开心。 其实他的身体不太好， 但讲起艺
术时他真的活力四射精力特别好。” 刘媛媛回忆说。

此外，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来自陌生人的帮助， 彻

底改变了刘媛媛的音乐生涯。 那是1993年3月， 刘媛
媛和母亲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西安参加中央音乐
学院西北考点的专业课考试。 在列车上， 刘媛媛总
站在车厢的连接处练声， 歌声吸引了好多旅客。 乌鲁
木齐与西安相隔2000多公里， 坐火车要两天两夜， 原
计划到西安考试的刘媛媛， 到了西安后才知道西北考
点因故延迟1 个月开考， 北京考点先考。 当母亲犹豫
着准备返回新疆的时候，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 西安下起了瓢泼大雨， 母女俩正在收拾东
西， 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一个小伙子
穿着雨衣 ， 满身雨水 。 小伙子对刘媛媛的母亲说 ：
“阿姨， 你赶紧带媛媛到北京考中央音乐学院吧， 我
已经把你们的火车票买好了， 西安离北京已经很近
了， 带她去试试吧！” 刘媛媛最终考取了中央民族大
学。 但至今， 她再没听到过那位好心大哥哥的消息。

有责任用歌声传递更多真情
当代中国歌坛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并存的时代，

是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的时空。 刘媛媛， 这
位生在彩云巅、 长在西域边、 如今已然成为歌坛一颗
璀璨明星的亲民形象早已深刻地留在了观众心里。 在
刘媛媛看来， “情” 才是歌曲创作表演的核心。 “这
个时代， 你唱美声、 民族， 还是通俗并不重要， 重要

的是唱出你的内容、 传达出感情， 要能够打动人。”
刘媛媛在演唱实践中， 将美声唱法的 “声”， 民

族唱法的 “字”， 通俗唱法的 “真”， 综合运用到每首
歌曲中 。 凭借着出色的演唱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
她频频亮相于国庆晚会、 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
等各种大型节庆活动中。 她的歌曲推出以后， 也总会
一时间被全国群众广为传唱， 学校、 工厂、 社区到处
可听见那些气势恢弘的旋律， 好多群众还自发的组成
合唱团排演此歌， 并用 DV 进行摄录后上传到网络上
与人分享。

近年来， 刘媛媛陆续收获了 “红旗歌手” “亲民
歌手” “美通歌后” 等美誉， 她还是 “中国五四青年
奖章” 获得者、 全国青联常委、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
委、 国家七部委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 中国公益事业形象大使、 中国保护母亲河形象
大使、 中国禁毒形象大使、 第五届全国特殊奥林匹克
运动会 “爱心大使” ……

对于这些光环， 刘媛媛看得很淡。 她常提起普希
金诗作 《纪念碑》 中的一句话： “我所以能和人民永
远亲近， 是因为我曾用我的诗歌， 唤起人们的善心。”
对刘媛媛而言， 未来的艺术之路， 同样承担着社会责
任， 她将继续用歌声和公益行动给周围人燃起希望之
光。

美美通通歌歌后后的的家家··国国··情情

父亲是她的启蒙老师
自幼跟随伯父学习钢琴； 小学获新疆自治区少儿

歌唱比赛一等奖； 高考前收到中国音乐学院等三所院
校的专业合格通知书， 最终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艺术
系； 大学三次 “定腔”， 从女中音、 次女高音， 到女
高音； 大学毕业时从 1700 多人中脱颖而出， 被中央
民族歌舞团录取……

刘媛媛， 从小在音乐和学业方面都可以称得上
“学霸”。 1976年6月28日出生于云南大理， 六岁随从
事文艺工作的父母来到新疆乌鲁木齐。 父亲曾任新疆
某歌舞团团长， 伯父是作曲家和钢琴教育家刘澍民。

8岁那年， 父亲决定让刘媛媛跟三伯刘澎民学钢
琴。 “学什么钢琴啊？” 刘媛媛开始非常抵制。 其实，
她并不是不热爱音乐， 相反， 她从小就喜欢在众人面
前唱歌表演， 她所不满意的是父亲的 “专制” 安排。
可在父亲和伯父的鼓励下， 对音乐无限向往的她， 心
底里的抵抗情绪不经意间瓦解了。

“爸爸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 妈妈则是这一培育
工程最忠实的执行者。” 刘媛媛回忆， 为了给自己买
一台钢琴， 妈妈变得异常节俭。 不仅为了省下交通
费， 每天早早起床走路去上班； 每到吃鱼吃肉时， 母
亲总是将营养丰富的肉菜留给丈夫和孩子， 自己只吃
便宜的土豆、 白菜。 后来， 刘媛媛才知道， 为了给自
己买钢琴， 差不多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练琴的日子， 媛媛的
十个手指头经常会肿， 一碰就痛。 此外， 媛媛天生手
小， 为了让她各个手指能张开到足够的幅度， 每次练
完琴， 母亲便端来一盆热水， 把她的手放到盆里， 拿
布块塞进媛媛的每个指缝间， 让每个手指都尽量张开
……音乐之路除了艰辛， 更让刘媛媛的才华早早得以
展现。 小学五年级， 她凭借一曲名为 《踏浪》 的歌，

获得了全自治区少儿歌唱比赛一等奖。 上中学时， 刘
媛媛的音乐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一般的歌曲已
经不太适合她了。 那时她唱得较多的是 《祖国啊， 我
永远热爱你》 等难度较大的歌曲。 虽身在重点中学的
刘媛媛文化课成绩优秀， 但报考艺术专业已成必然。
岂料， 高三那年， 到了报考志愿时， 父亲突然希望她
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文秘专业。 从小就把自己往音乐道
路上逼的父亲，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 她百思不
解， 为此和父亲大吵一架。 后来母亲告诉她： 父亲的
心里也是极矛盾的， 他既希望女儿能实现他未能实现
的音乐梦， 又怕害了女儿， 因为音乐这条路不好走。

1992年， 刘媛媛和母亲来到了北京， 她用超人的
音乐天赋过五关斩六将， 终于以全国文艺类第一名的
成绩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 大学四年里， 刘媛
媛的专业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刚开始， 老师们给她定
腔为女中音， 后来通知她改为次女高音， 大三那年，
再次将她定腔为女高音。 这也为她后来演绎高难度的
《五星红旗》 一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人鼓励中亮相春晚
转眼间， 就要大学毕业了， 毕业后该何去何从，

刘媛媛心里犯起了嘀咕。 和父亲商量一番后， 她的目
标锁定了中央民族歌舞团。 在父亲的参谋和鼓励下，
刘媛媛一路过关斩将， 成为1700多位报名者中最终留
下的两个人之一。 刘媛媛记得， 复试那天， 她选择了
代表自己三个音域的复试歌曲： 《驼铃》 《我爱你，
中国》 和歌剧 《伤逝·一抹夕阳》 选段。 三曲歌罢，
在座的歌舞团团长带头鼓起掌来。

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民族歌舞团都在中关村南大
街， 就隔一道围墙。 1994年， 从这个院子搬到那个院
子， 刘媛媛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当时， 中央民族
歌舞团有三大保留节目： 维吾尔族冬布拉弹唱； 蒙古

族大型舞蹈 《奔腾》； 朝鲜族伽耶琴表演。 作为 “进
团洗礼” 的内容， 不管原来学什么专业， 刚进团的演
员基本都要分配表演这三个节目。 刘媛媛和另外七个
女孩一起， 被分配去学习伽耶琴表演。

这实在不能算是个好的舞台。 同来的几个女孩受
不了这份委屈， 纷纷罢练。 刘媛媛不闹， 依然很平静
地练伽耶。 一天早上， 刘媛媛去练伽耶琴， 经过大合
唱排练室， 听到里面嚷嚷： “马上就排练了， 她怎么
病了？ 没女高音可不成！” “女高音” 三个字就像刘
媛媛的红舞鞋， 听到这儿， 她不由自主推门进去了：
“指挥， 让我试试行吗？” 所有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
周遭一片窃窃私语。 指挥想了想： “你唱试试！” 刘
媛媛一亮嗓子， 全场都安静下来。 “不错！” 指挥一
锤定音， 刘媛媛成了合唱队的女高音。 就这样， 机会
接踵而至。 然而， 在一片叫好声中， 刘媛媛发现， 自
己的演唱好评不断， 可总是 “你唱得不错， 挺像谁谁
谁的” 这样的评价。 没人会记得一个没有原创的歌
手。 唱得再好， 你也永远是 “谁谁谁第二”。

为此， 刘媛媛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烦恼。 宁静的
夜晚， 媛媛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尽管女儿的话说得很
含糊， 他还是完全明白了她的失落所在。 父亲给了她
继续充电的建议。 就这样， 经过深思熟虑， 她休假半
年， 搬进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公寓再次 “修炼”， 师从
著名的声乐教授郭淑珍老师。 半年后， 媛媛带着满满
的自信， 重新归队。

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1996年春节前夕， 刘
媛媛获得了上春晚演唱的机会。 演出结束， 母亲偷偷
打电话告诉刘媛媛， 那天晚上， 父亲一直守在电视机
前， 当他看到女儿出现在电视上时， 激动得泪流满
面。 听着电话的刘媛媛， 那一刻同样泪眼婆娑。 正如
刘媛媛的歌曲 《情满人间》 所唱： “最深的思念， 最
美的挂牵， 亲人啊， 我的祝福日夜伴你到永远。”

“一玉口中国， 一瓦顶成家， 都说国很大，
其实一个家……” 作为新中国成立60年献礼歌曲
的 《国家》， 用质朴而富有韵味的歌词， 将一个
无比宏大的叙事———国 ， 与一个血脉相连的寄
托———家， 巧妙地连在了一起。 而作为这首歌的

原唱者之一， 中央民族歌舞团著名女高音青年
歌唱家刘媛媛， 从1996年在春晚上崭露头角开
始， 始终坚持 “歌唱祖国、 歌唱人民、 歌唱美
好生活” 的艺术方向， 将民族、 美声、 通俗唱
法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自己真诚、 质朴、 大气

的独特演唱风格， 被称为 “美通歌后”。
凭借出色的演唱 ， 刘媛媛的代表作 《五星红

旗》 《国家》 《感恩》 等歌曲风靡大江南北， 她也
因此被誉为 “红旗歌手” 及 “中国新时代主旋律歌
唱家的代表”。 本期， 我们走近刘媛媛， 感受她歌
声背后的家、 国、 情。

刘刘媛媛媛媛携携交交响响乐乐队队演演唱唱 《《国国家家》》 与与孩孩子子们们六六一一同同唱唱 《《国国家家》》 刘刘媛媛媛媛在在四四川川成成都都熊熊猫猫保保护护基基地地

家家

唱响红色主旋律
1997 年香港回归， 刘媛媛作为独唱演员参加了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的群众性盛大歌舞庆祝活动。
文艺晚会和政权交接实况共用一个直播信号， 随着午
夜临近， 晚会的画面基本不再转播。 极其幸运的是，
当刘媛媛走上舞台， 高唱 《闪光吧， 香港》， 电视信
号切了过来。 待她唱完， 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很多电
视观众知道 “刘媛媛”， 就是从那个激动人心的夜晚
开始的。 那天是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日子， 也是刘媛
媛艺术旅程的重要转折点。 她感悟到繁荣富强的祖国
带给她的艺术生涯的荣耀， 体悟到自己与伟大祖国的
血脉联系。 从此， 刘媛媛就选定了红色旋律。

1998年， 刘媛媛登门拜访了 《祝你平安》 《永远
是朋友》 等歌曲的作曲家刘青。 刘青让她先唱几首
歌， 然后留她在家吃饭： “你的嗓音真的很不错， 你
等着 ， 我专门为你写一首 ！” 刘青给她写了一首歌
《祝你好运》。 刘媛媛终于有了第一首原唱歌曲。 《祝
你好运》 也真的为她带来了更大的运气。

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 刘青创作出了一首磅礴
大气的主旋律歌曲 《五星红旗》， 特意请不少人来试
唱。 然而效果都不如刘青所愿。 刘青想到了刘媛媛。

刘媛媛拿到这首歌， 刚刚哼唱了两遍， 立即被优美的
旋律所吸引。 这首歌彷佛正是为大学三次定腔的刘媛
媛度身打造。 第二天在录音棚， 仅仅用了40分钟， 她
就完成了录音。

“你和太阳一同升起， 映红中国每寸土地； 你和
共和国血脉相依， 共同走过半个世纪……” 著名导演
陈凯歌受到歌曲感染， 专门为 《五星红旗》 拍摄了中
国第一部电影胶片的ＭＶ， 随着国庆50周年大型晚会
的播出， 《五星红旗》 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歌曲入选
全国大学音乐教材， 成为中宣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评
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歌唱祖国七首经典歌曲之一。

2002年8月 《五星红旗》 专辑出炉了， 很快便飘
红各音像专卖店榜单， 那种轰动效应使得好多名家大
腕儿都望尘莫及。 从此， 刘媛媛有了个响亮的名号：
“红旗歌手”。

《国家》 开启了主旋律新潮流
刘媛媛说： “主旋律应该是社会的主流文化， 主

旋律歌曲不是空洞的口号， 不是没有生命的音符， 他
应该形式新颖多样， 音色平易近人， 它的每一个音
节、 每一句歌词中， 都应该散发着人民群众熟悉的家
常味道， 更重要的是要流淌着像山一般， 海一样深沉

的爱。 歌曲 《国家》 的成功， 在我的艺术履历上， 可
能是一个制高点了。”

2009年10月1日， 国庆60周年天安门广场大型焰
火晚会， 站在人民大会堂楼顶， 在烟花绽放的夜空
下， 面向世界上最宽阔的广场， 面对全球华人， 成龙
与刘媛媛以一曲大气磅礴、 深情优美的压轴歌曲 《国
家》， 为这场盛典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国家》 由策划了北京奥运歌曲 《北京欢迎你 》
的王平久等策划， 世界著名钢琴家郎朗为歌曲钢琴演
奏， 音乐才子金培达、 王力宏担任歌曲的音乐制作
人。 在选择歌手时， 主创人员一致认为， 男主唱成龙
歌声大气、 浑厚， 同时也代表了国际影响力和亲切的
形象； 而女主唱刘媛媛擅长将民族、 美声、 通俗唱法
融合在一起， 形象端庄秀美， 恰恰符合 《国家》 高远
而平实的意蕴。

就像意大利声乐大师佩尔提说的， “你必须在未
曾发生前就开始唱歌。” 为了唱好 《国家》， 刘媛媛投
入了巨大的创作热情。 “为了道出歌曲背后的情感，
我冥思苦想， 一句句打磨， 为此改变了很多以往的演
唱风格， 除了保持自己的演唱特点， 还增加了一些流
行元素， 嗓音也尽可能厚实一些。” 提及演唱 《国家》
的过程， 刘媛媛称是对自己的一次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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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成长于音乐世家， 求学于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最高学府；
■她的歌声始终与百姓同心、 与时代偕行， 将主旋律歌曲

唱到了百姓心坎里；
■她感恩生活、 总是尽最大努力积极回报社会大众；
■她就是著名歌唱家、 中国新时代主旋律歌曲演唱代表人

物刘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