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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山东民歌王子”杨松山
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操 千 曲 而 后 晓 声

用民歌传播风土民情
孟广征

看他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名声与歌声传播四方，好不风光。

民歌，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因旋律与语言密切结合，故风格迥

异，特色鲜明，绝不似塘中蛙鼓、枝头蝉鸣，难分其中之一。民歌演唱家

同样各具其貌，以各自的风格独树一帜。杨松山这一代民歌演唱家所唱

曲目各不相同，自成体系，难以相互代替，有如金、银、铜般的嗓子，绝不

是包装歌手土鸡瓦犬的摆设，其音质、音色均有鲜明的个性，即使不见其

面，只闻其声便知其人。难怪杨松山走到哪里只要开口唱他的拿手歌

曲，不报家门人们也会呼出他的大名。所谓艺术家靠作品说话，真是硬

道理，杨松山不正是靠歌唱取得的成绩而得到人们的喜爱吗？

民歌的特色和演唱家的个性，体现着草根文化的地域特色，这种民

族艺术的根土性如同“什么土质长什么庄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歌

因有了这种根土性而成为反映民族文化的镜子。登于大雅之堂的艺术，

也使杨松山成为一个地域的艺术使者活跃于各地，以此向世界传递山东

文化与乡土民情。

艺术上功成名就的杨松山，如今已芝兰玉树桃李满天，舞台上初露

锋芒者，比赛中蟾宫折桂者不乏其人。而今75岁的他，仍在为提高民族

声乐演唱水平、培养民歌演唱新人、普及民族声乐知识而奔忙，近 60年

来从未停止。用他的话说：“要将党和人民给予的知识技

能再还给人民。”

“澄怀星月朗，逸兴晚霞飞”，这是杨松山所追求的艺

术境界。愿他为山东民歌和民族声乐艺术振兴发挥余

热，培养出继承其衣钵的民歌演唱者，以光大民歌艺术。

 






























 

杨松山，1938 年 5 月生于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县杨柳

村。国家一级演员，原山东歌舞剧院副院长。在全国声乐

界享有“山东民歌王子”美誉。在近 60 年的艺术生涯中，其

首唱歌曲被灌制成唱片的有 30 多首，所演唱的山东民歌

《计划生育要记心》、《五莲山小唱》、《歌唱大生产》、《俺村新

事实在多》、《我运煤炭快快跑》等在全国有广泛影响。

熟悉杨松山的人知道，这位在民

歌演唱上 建 树 颇 丰 的 艺 术 家 并 不 是

“科班出身”。在他的回忆中，最早接

触 民 歌 是“ 打 鬼 子 ”时 唱 的《抗 日 小

调》。生于 1938 年的杨松山，小时候

正赶上抗战。流离、逃荒时，他看过吕

剧、听过大鼓书、扭过秧歌，还常听女

歌唱家郭兰英的歌。因为小时候家里

穷，父母也不愿他考艺校，杨松山一直

把艺术当作业余爱好。1955 年，中学

还没毕业的他就代表学校参加了昌潍

地区（今潍坊市）农民文艺汇演，表演

了独唱与重唱节目并获奖。这次汇演

中，他第一次听到声乐老师陈湘元的

名字。中学毕业后，杨松山慕名考进

了陈湘元所任教的益都师范，他如愿

以偿地得到了陈湘元的指点。“当时，

陈老师有架手风琴，偶尔能跟着他学

琴，他还单独教我声乐，常常为我‘开

小灶’。”在陈湘元的鼓励下，杨松山的

音乐才华得到了尽情施展，学校的大

小活动中，都有他声情并茂的演唱。

凭着对演唱的一腔热情，杨松山被推

举为全校合唱队队长，在他的带领下，

《喀秋莎》等苏联经典民歌传遍了校

园。

1958 年 6 月，杨松山从益都师范

毕业了。按照当时的分配，他应该到

益都五中任教，就在这时，一个难得的

机遇摆在了他面前，学校决定保送他

去山东师范大学音训班进修！“我毫不

犹豫地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全面、系统

地接触乐理知识”。短短 3 个月的进

修，给杨松山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

记忆。

凭借自身优厚的天赋和学习中的

勤奋进取，很快，杨松山在民歌演唱上

崭露头角。1959 年和 1960 年，他先后

加入了山东省跃进歌舞团巡回演出团

和山东省职工代表团，把《五莲山小

唱》、《歌唱大生产》等山东民歌一举唱

到了首都的舞台上。他把山东民歌那

种诙谐生动、淳厚质朴演唱得淋漓洒

脱，每次巡演，几乎都全场爆棚。1960

年，杨松山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出时，当

时名不见经传的吴雁泽跑到后台，激

动地握着杨松山的手，说：“您的歌唱

得真好，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那次

演出，杨松山的演唱才华还受到了喻

宜萱、汤雪耕等声乐教育家的关注，他

们接见杨松山的照片被刊印在 1960 年

5 月《人民音乐》的封面和《歌曲》的封

底。这两本杂志，杨松山到现在一直

珍藏着，视如珍宝。

1960 年 7 月，当杨松山从北京回到

济南时，他已经成了山东歌舞团的一

员。原来，为了挖掘人才，山东歌舞团

在杨松山进京巡演期间，就为他办好

了入职手续。就这样，他走进了专业

院团，成为一名正式演员。然而，“雨

露滋润禾苗壮”，杨松山深知，自己不

能骄傲，更不可错失任何一个向前辈

学习的机会。从做伴唱、合唱，到出演

小歌剧《吹鼓手招亲》、采茶戏《茶童

歌》，再到饰演经典歌剧《白毛女》中

“大春”一角，一晃就是 3 年。但在杨松

山心里，他始终信奉“只有小演员，没

有小角色”，只要有排练的地方，就一

杨松山，这位被誉为“山东民歌王子”的老人今年已经75岁了，年过古稀，但他依然精神矍铄，言谈之间，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或亮开嗓子唱上一段当年的代表作，只要说到民歌，总是热情不减。

听他娓娓道来，对人生感叹，为民歌忧心，话里话外，无不传递着对民歌源自心底的虔诚热爱。近60年的艺术之路，不平凡的演唱生涯，杨松山用一个普普通通的比喻注解：“艺术、人生，犹如登山，登上

山顶，澄怀月朗，回望脚下的路，却千人千样，苦乐自知。”

2005 年 12 月 4 日，“杨松山从艺

50 周年”系列活动联谊歌会在山东剧

院举行，杨松山在晚会上演唱了《莫

忘爹和娘》等山东民歌及《我唱家乡

美景多》、《我运煤炭快快跑》等他的

创作歌曲 10 首，当晚，他一开腔就博

得满堂喝彩。谢幕时，专程前来观摩

的著名歌唱家王昆按捺不住激动，紧

握杨松山的手说：“你就是山东的‘民

歌王子’！”

从业余歌者到“民歌王子”，50

多年来，杨松山一直把民歌当作民

族音乐之本。他说，他首唱的山东

民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植根于

民间。

杨松山经常在下乡演出、随团访

问 中 和 当 地 艺 人 攀 谈 ，收 集 风 土 民

情，融进自己的艺术创作。1963 年，

杨松山随山东省农村文化工作队巡

回演出，到了邹县（今山东省济宁市

邹城市），和农民同吃同住，他们即兴

创 作 了《邹 县 东 南 有 个 峄 山》；1976

年，在随山东省“学大寨”工作团到郓

城“驻扎”的途中，杨松山也不忘寻找

当地的民歌资源，就是那时，他发现

了彭丽媛的音乐才华。“山东民歌非

常丰富，我现在收集了 6 大类 8000 多

首，全省几乎没有我没到过的县。”而

跟随“中国东方红歌舞团”到索马里、

肯尼亚等国家巡演时，他亦不忘探索

异域的风土人情和民歌资源。在根

植于民间、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杨松

山经过数年积淀，形成了属于自己的

艺术风格。

他首唱的歌曲，题材上大都贴近

山东人民的生活。“这些歌曲涉及到

战争生活、工业生产、计划生育、上山

下乡等老百姓关注的方方面面，歌词

也都朗朗上口，通俗易懂。”

“在演唱中，无论旋律还是调式，

我都注重歌曲中的地域特色。”在山

东民歌中，不同地域有着不一样的演

唱风格。像鲁北民歌《闲来无事到庄

西》、鲁南民歌《沂河恋》，一个俚俗、

乡土，一个婉折、细腻，这些民歌的地

域特色，杨松山都有透彻的体悟。

贴近生活，把声乐理论和地方特

色融合，不搞简单模拟，这是杨松山

悟出的艺术之“道”，凭借这样的耕耘

探索，成为民歌行家，他当之无愧。

正 是 基 于 对 山 东 民 歌 的 热 忱 ，

1999 年初，刚从山东歌舞剧院（原山

东 歌 舞 团）退 休 的 杨 松 山 便 应 邀 担

任了山东爱乐合唱团艺术顾问。时

至 今 日 ，他 仍 坚 守 在 这 一 岗 位 上 。

十 几 年 来 ，他 带 领 山 东 爱 乐 合 唱 团

的团员们排练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外

歌曲，所排演的曲目曾在第一、二届

“夕阳红”全国老年电视大赛上荣获

银奖、铜奖，在山东省合唱节比赛中

荣 获 混 声 合 唱 一 等 奖、女 声 合 唱 一

等奖等。今年，杨松山 75 岁，他仍然

早出晚归，活跃在排练现场，乐此不

疲。

与排练的乐趣相比，让杨松山时

常忧心的是山东民歌的生存和发展

现状。“现在走进山里面已经听不到

民 歌 了 ，老 一 辈 的 艺 人 已 经 唱 不 动

了，年轻人都喜欢港台流行歌曲。我

之前听过一版变奏的《沂蒙山小调》，

竟是用 RAP 演唱，改动的尺度太大

了，就脱离传承的本意了。”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山东民歌，杨

松 山 不 辞 劳 苦 ，忙 着 到 各 地 宣 传 。

2007 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民俗协会、

齐鲁发展研究会的推动下，杨松山先

后 4 次进北大开办山东民歌讲座，每

次讲座，他都边讲边唱、边唱边演，以

期通过自己的热情，唤起更多年轻人

对山东民歌的热爱。

然而，他也深知，在大众文化走

向“泛娱乐化”的今天，山东民歌赖以

生存的土壤正在逐步缺失。“很多人

认为山东民歌作品‘小’，不愿拿到大

型的比赛中去。然而，‘小’作品唱好

又不易，就更没有人愿意唱，这是山

东民歌发展中的一个难题。希望年

轻的歌手不要计较名利，好好传承山

东民歌的精华。只有关注、演唱的人

多起来了，山东民歌才会有新的创作

歌曲。”杨松山说。

带着这样的心愿，他继续奔波在

排练、演唱、宣传山东民歌的各项活

动中。“山东民歌的挖掘、传播刻不容

缓，只要我还有力气，就会为山东民

歌做些力所能及的推动，我还要把民

歌继续唱下去。”他笑着告诉记者，自

信而又坦然。

从艺路上漫求索

余热生辉情不老

定有他的身影。

在杨松山脚踏实地地为他的艺

术人生积累时，1963 年 8 月，他又迎来

了另一个机会：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

声乐系进修。“当时我还在乡下演出，

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坏了。上海音乐

学院在我心中一直是音乐的神圣殿

堂，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在名家荟

萃的上海音乐学院，杨松山幸运地得

到了著名声乐教育家姚继新、王品素

的悉心指导，技艺日渐精进。连续 3

年，他被老师和同学们推举参加“上

海之春”音乐会。“1965 年‘上海之春’

音乐会上，由我领唱《问答今日的世

界》，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把在场的

观众都打动了。3 年里，老师用美声

为我们打基础，教我们正确的运腔方

法，还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

风格，这是对我最大的教益。”提起这

段岁月，杨松山充满了感慨。

1960年杨松山在巡回演出中演唱山东民歌

杨松山与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合影

阅千曲而成行家

杨松山与著名歌唱家王昆合影

杨松山 1985年参加扶贫慰问演出时为沂南群众演唱 2005年杨松山演唱《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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