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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媛媛公益音乐课”走进阿勒泰市中心小学。 刘媛媛和少数民族姐妹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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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媛媛，中国内地女高音歌唱家，中央民族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宣部文
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21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荣获“全国三
八红旗手”荣誉称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多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由她演唱的歌曲《五星
红旗》《国家》《歌唱新时代》等深受老百姓喜爱，由此被誉为“中国新时代主旋律正能量歌唱家的代表”。

杜祥琬在宁夏调研新能源发电项目。

当我唱出这些歌词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不仅用声音在唱，

更是把这几年来的感触和感情唱进去了，
那些村村寨寨的往事在那一刻涌上心头，

真的就像在诉说一件事。

一

我从小出生在云南，由于父母所在部队的援疆
任务，6岁时又跟随他们去了新疆。从西南边陲的风
花雪月，到西北边疆的大漠风光，两种不同的生活环
境磨炼了我的意志，塑造了我的人格。

我是苗族，在我出生的地方——大理，各民族的
兄弟姐妹们喜欢在蝴蝶泉边载歌载舞。那时候就觉
得这些唱歌跳舞的叔叔阿姨们非常了不起，真是应
了那句话，“会说话的就会唱歌，会走路的就会跳
舞”，给小时候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种环境
下我也耳濡目染了许多，像《大理三月好风光》《你见
过雷公山的山顶吗》这样的歌曲，我从小就爱听，就
爱唱。这也给我以后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到了新疆以后，我感受到了与西南地区完全不
同的一种文化反差。我们当时所在的乌鲁木齐也是
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融合地区，除了大家熟知的维吾
尔族，还有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塔吉克族等等。
虽然我本身是苗族，但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觉特
别有意思。

在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氛围里长大，听不同
的歌曲，跳不同的舞蹈，品尝不一样的美食，我被少
数民族同胞们热情、质朴的品格所打动，同时也感
受到他们身上那种对艺术与生俱来的热爱。他们
真的是把艺术渗透在生活里，融入到生命中。特别
是每到一些人生大事的节点，他们都会有一种仪式
感，用艺术的形式去迎接和庆祝每一段人生旅程的
到来。

比如维吾尔族的婚礼，记得有一次在放学的路
上，我看到穿着华丽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街上打起手
鼓唱起歌，新郎新娘坐在敞篷式的花车里穿过人群，
接受祝福，分享快乐，这幅美好的画面一直深深刻画
在我的脑海中。直到现在，我都喜欢和少数民族地
区的人们待在一起，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正
是这样的文化场域造就了我外向开朗的性格，也是
我一直以来从事艺术的情感源泉。

后来上了大学，我又来到首都北京，感受到这种
近在咫尺的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熏陶。那个时候
我经常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也喜欢到故宫长
城这样历史积淀深厚的古迹去游览，这样的经历不
仅让我对祖国的概念更加清晰深刻，更加深了我对
这片土地的感情。就像我后来的一首歌《国家》中唱
的那样，“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
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正是有了这样的体会，才让我可以更
好地诠释这些歌曲的精神内涵。

二

我唱过很多主旋律作品，像《五星红旗》《民生》
《歌唱新时代》，很多都成了我的代表作，有些还因为
超高的点击量上了热搜，传唱度很高，老百姓也特别
喜欢。我觉得，其实这些主旋律的音乐，能像流行歌
曲一样传遍大江南北真的很不容易。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说这些作品有多么高大上，而是真的能够接地
气，润物细无声地唱到他们心里去。

带着这些作品，我也被很多人亲切地称为“红旗
歌唱家”，备受大家的关注与喜爱。这让我一直坚定
信心坚守在主旋律歌曲的阵地上，为祖国歌唱，为幸
福生活歌唱，为一种真善美的情感去歌唱，成为一名
真正的正能量歌唱家。

1996 年，我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
中央民族歌舞团，不间断地参与一些文艺下乡的慰
问演出活动。每次站在基层的舞台上，看到农民观
众围着我们坐在场院里、石头上，聚精会神地欣赏我
们的表演，我就感到自己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精
神食粮”，一种价值感也就油然而生。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在江西一所学校做慰问
演出，那里的冬天特别阴冷，我看到很多当地的孩
子还穿着夏天的凉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演出
结束之后，我们就主动找到老师，把行李里面带的
一些吃的喝的还有一些钱留给了那所学校。我们
一行当中很多人都被这种情绪感染到了，大家纷纷
捐款捐物，并不是想作秀或者有什么目的，就是出
于一种很朴素的感情，想要帮助这些贫困地区的孩
子们。

后来我就想，能不能创造一个更具体、更便捷的
平台，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有空余时间就可以去
参与的公益活动。直到2012年，我成立了“刘媛媛公
益音乐课”，在新疆、甘肃、云南、江西、宁夏等很多边
远地区做音乐支教，用歌声给乡村的孩子们带来不
一样的感受，也为他们点亮梦想和希望。

宁夏盐池县大水坑镇第二小学是我很早就关注
的一所学校，自从“公益音乐课”设立开始我就去过
好几次。几年时间里，我眼看着它从一所桌椅都破
破烂烂的乡村学校，建设成设施齐备的现代化小
学。校园里盖起了大楼，教室桌椅焕然一新，窗明几
净，学生的精神面貌也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
才真切感受到，良好的教育条件对于这些贫困地区
的孩子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后来，我在这所小学除了讲一些公益课之外，前
后又捐助了一些学习生活用品和音乐器材等，还在
当地建了一所少年宫，尽可能让那里的学生也能和
城市里的孩子一样，接受正规良好的音乐培训。在
此期间，我还发现了几个音乐上的好苗子，我就有意
识地利用一些课余时间培养他们。那个时候，中央
电视台有个节目叫“音乐公开课”，也是以知识普及
和普通人圆梦为主题的，我也一直在参与。我就把
这些孩子也请到央视舞台上，让他们尽情展示自己
的音乐天赋。

在北京的时候，我带着孩子们见了一些艺术方
面的资深老师，带他们参观了录音棚，孩子们带着光
芒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节目播出的
时候，孩子家乡的村民很多都在收看，整个村子都兴
奋起来了。对于我来说，能让这些孩子的人生变得
更好，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和成就。

三

通过“公益音乐课”，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几十个
县域的乡村学校，也包括很多民族地区和偏远地
带。这么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艺术之
路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脉络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有了一些代表作之后，我萌生出一种想法和信
念，也是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为时
代服务”，用我们的作品讲述时代的风风雨雨、发展
变迁。我也很高兴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一名时代的见
证者，让自己的歌曲成为记录这种时代发展的载体。

2017 年 10 月，我被聘为“中国扶贫宣传形象大
使”。在这片不平凡的攻坚战场上，全国各族人民都为
之付出了很多辛苦和努力。作为文化扶贫一线的代
表之一，我也特别想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从那以后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我跟随扶贫干部
去了七十多个县，村村寨寨就更多了，也主动放弃了
很多大型演出的机会。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很
庆幸也很荣幸拥有这段经历，不仅让我在一线经受
锻炼摔打，更让我亲眼见证了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
成就，这对我来说是十分珍贵的。特别是听到老百

姓跟我说，“我们家搬进新房了”“我儿子有工作了”
“我们家买新电视了”，看到他们在我面前含着眼泪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由衷地感到一种喜悦。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一名叫谢嘉成的少年，
他的家在江西井冈山神山村，因为奶奶患了重病，花
去 30 多万元的医疗费，当时家里被识别为蓝卡贫困
户。但是孩子很有音乐天赋，也喜欢唱歌，我就一直
关注着他。直到 2017 年 2 月，井冈山市成为全国率
先实现脱贫“摘帽”的贫困地区，谢嘉成家也通过各
种政策帮扶顺利脱贫，我能感受到，这个孩子的性格
也逐渐从腼腆内向变得阳光开朗起来。

也是在这一年，德国汉堡G20峰会前夜，汉堡举
办了我的个人专场音乐会“共享美好世界”，我就把
谢嘉成也邀请到了这个舞台上，在拥有百年历史的
莱斯音乐厅，我们俩一起演唱了一首德文歌曲《乘着
歌声的翅膀》，他自己也单独演唱了一首歌。当时听
我们唱歌的观众有三分之二都是欧洲人，现场的反
响很好，谢嘉成还将自己一家人脱贫的真实经历讲
述出来，引起了国外多家媒体的报道关注。大家在
感动之余，也赞叹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确实很伟大，
是真正让老百姓受益的壮举。

从 2016年到 2021年，每年央视的脱贫攻坚主题

曲我都参与创作演唱，其中有一首歌叫《最美的约
定》，当时也被选为央视大型政论纪录片《摆脱贫困》
的片尾曲。记得2021年，我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了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的时候，这首歌是唯一的暖场音乐。

“翻山越岭，一颗心，念着贫穷的百姓。日出东
方，让阳光，照亮渴望的眼睛……”当我唱出这些歌
词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仅用声音在唱，更是把这几
年来的感触和感情唱进去了，那些村村寨寨的往事
在那一刻涌上心头，真的就像在诉说一件事情。

我记得在为《摆脱贫困》选主题曲的时候，其实
有一百多首歌曲作为候选，央视的导演组也是一首
一首地听。但一打开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说这首
歌真好听，其实是感受到了一种共鸣。我想作为文
艺工作者，把一首歌唱好都没有问题，最宝贵的是歌
声中能带入自己这么多感情。

四

一直到现在，我都特别愿意多去乡村走一走，特
别是想再回到那些村庄看一看。那里已经成了我非
常熟悉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成了我非常牵挂的人。

我想我再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感觉到特别亲切，我
对他们也是一样的。

除了艺术作品之外，我还是希望把我的公益活
动办到这些村子里去，把更多城市里面现代化的，新
鲜时尚的信息带到边远地区、民族地区，与他们尽情
地交流分享，同时也把乡村里发生的故事讲到外边
去，带动更多的人关注乡村、关心农民。

我是作为少数民族界别的文艺工作者参与到全
国政协委员的工作中的，所以我的提案主要是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今年全国两会上，
我提出了“发挥文艺的独特作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的建议。其实，像“中华民族共同体”“共
有精神家园”这样的概念很大，让民族地区的老百姓
去理解并不容易。但是，通过这么多年在基层一线
的历练，我了解到其实他们对文艺特别爱好，用文艺
的形式就很容易跟他们走近，与他们沟通。包括我
们的一些民族政策，如果单单是写在纸上，可能效果
是有限的。但要是通过唱歌跳舞等等这种有形、有
感、有情的方式，老百姓就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就
是“发挥文艺独特作用”的意义。

比如今年，我们在新疆喀什举办的春晚分会场，
现场的反响就非常热烈，老百姓的反馈也很好，几乎
在场的每个人都想上台唱一段，通过这样的方式凝
聚了一股精神。喀什地区也是去年我们参与调研的
地方，那里有 97%的老百姓都是维吾尔族人，普通话
的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其实是有待提高的。但是最近
我们发现，当地通过念唐诗、唱流行歌曲这些感性的
方式，去推广教育的效果就比较好。

其实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一些原生
态歌曲，风格不同，或歌唱爱情，或颂扬友情，在当地
特别流行，唯一的遗憾就是歌词太老了。我就想把
这些歌词改成符合我们现代人审美的语言，配上当
地原生态的音乐，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唱，无形当中
就会提升他们的普通话水平。

有一次我们去内蒙古调研，发现当地群众都很
会唱歌。其中有一首民歌调子很好听，是歌唱男女
之间爱情的主题，用女子的语气向心中的“帅哥哥”
表达思念之情。原曲是用蒙古族语言，很多外地人
听不懂里边的含义。我就建议他们把歌词再改一版
汉语的，果然传唱度就提升了。不仅当地人爱听爱
唱，慢慢也传到了很多外部地区，通过这种方式，当
地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也被更好地传下来了。

我觉得，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需要一个
过程，民族文化的传承也需要创新方式方法，不可拘
泥。在民族地区，其实很多传统文化往往是口口相
传的。随着传承人逐渐老去，民族文化遗产濒临失
传的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

虽然在很多地方，年轻人传承本土文化的积极性
并不高，但他们喜爱一些现代时尚文化元素，我就曾提
出建议，利用数字化手段，创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方式。比如民族地区逐步建立数字化传统文
化数据库，将历史、建筑、艺术、服饰、文物等物质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录入数据库，依靠
新媒体技术，推进民族传统文化在更大范围的传播。

用我们苗族举例，苗绣就是一种传统民族文化
的载体。为了让苗绣等民族手工艺更好地“活”在当
下，我曾建议梳理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元素，嫁接到现
代人生产生活中。比如将苗绣应用到文创产品中，
做成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再比如促进手工苗绣与新
型绣机结合，让它传播到更远更广的地方，绣娘们也
能靠自己的一双巧手过上幸福生活。

五

一路走来，我帮助过一些人，也在不断地被别人
帮助。特别是一些陌生人的帮助，让我感觉到自己
是非常幸运的，所以一直以来，我愿意把自己的这份
幸运带给更多的人。

记得很久以前，我还在新疆读书，上高中三年级。
那个时候我想考音乐学院，但我妈妈一直不太同意。
当时我家里只有爸爸是搞过文艺的，每当别人放假了，
他就要出去演出；别人下班回家吃饭，他就要为晚上的
演出做准备。整个作息时间和正常情况都是反着的，
所以我妈妈就不希望我从事文艺工作。

但我的态度比较坚决。虽然当时我的文化课成
绩也不错，大概率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我还是执
着于考专业的音乐学校。只要能让我唱歌，徜徉在
音乐的海洋里，不管有多累我都感觉到很开心、很幸
福。所以后来我妈妈也让步了，说先带我到西安音
乐学院试一试。

而当我们从乌鲁木齐坐着火车到了西安之后才
知道，学校的招生日期推迟了。这意味着在紧张备
考分秒必争的高三，我很难再有机会出来参加专业
学校的招生考试。记得我们返程的那天早晨，西安
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我们暂住在乌鲁木齐驻西安办
事处的房间里，正在沮丧的时候，房间门被一个陌生
人敲开了。仔细一看，是我们来时火车上的一个车
友，当时一起聊天的时候知道我是来考音乐学院
的。他跟我妈妈说，“赶紧带媛媛去北京，现在有很
多北京的音乐学院正在招生！”还送来了两张去北京
的火车票。我妈妈也没有犹豫，立刻带我上了开往
北京的火车。来到北京之后，我就真的考上了，如愿
以偿地走上了文艺的道路。

因为当时通信不发达，我们没来得及记下那个
陌生车友的电话号码，甚至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
道。很多年过去，在我唱完第一个代表作《五星红
旗》以后，我还试图通过西安的报纸寻找这个好心
人，但一直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而我一直觉
得，这两张车票就像是我通往艺术之路的入场券，埋
下了我人生轨迹第一个幸运的伏笔。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总觉得自己始终是被爱和
善意包裹着的。每当我遇到挫折和困境，比如刚上
大学时的不自信，比如到歌舞团之后经历的迷茫期，
但只要想起这段神奇的经历，我就会重新阳光起来，
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努力。因为我要用自己的方
式，让这种爱传递下去。

（本版文字由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克、
陈艺娇整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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