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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非遗项目淮河琴书传承人孟影：

唱百姓故事 扬琴书文化

“十九大精神人人喜，字字句句都说到老
百姓的心窝里，乡村要振兴，农业发展不宜迟，
土地承包权到期再延三十年有多给力……”3
月27日下午，阜南县2018年送戏进万村文艺
演出来到了会龙镇，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
获得者、省级非遗项目淮河琴书传承人孟影带
着她的琴书力作《说说咱村新变化》和《文明村
风波》再次回到家乡，为父老乡亲唱了起来。
台下观众不时传来阵阵掌声。

“唱的都是身边事，好听！土地承包权到
期再延三十年，一听就懂了。”家住会龙镇吕大
园村的村民聂广云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老伴
王莲芳吃过午饭就专门跑来听孟影的琴书，
“都听了不少年了，她经常来这唱 ，俺们就来
听。” ▋记者 于彩丽/文 张天峰/图

俯首甘为孺子牛
走进村头巷尾
说唱百姓故事
孟影出生于琴书世家，7 岁

便能操琴唱曲，12 岁登台演出
并崭露头角，今年年近 50 岁的
孟影，在近40年的从艺生涯中，
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
等省集镇，还曾踏上国际舞台一
展风采。

在孟影的记忆中，自幼跟随
父亲一路卖艺走村串乡，从一个
集镇到另一个集镇，基层群众成
为父女俩最忠实的观众，她的名
气渐渐响起来。“在最困难的时
候，是琴书养活了我们全家，是
百姓养育了我们，无论什么时
候，都不能丢下琴书。”孟影时刻
牢记父亲的教诲。

2004 年，孟影凭借《一块碎
玻璃》获第三届中国曲艺“牡丹
奖”，这也是中国曲艺最高奖
项。成名后的孟影仍旧扎根基
层，努力创作，“孟老师出名了也
不忘父老乡亲，每年都来会龙镇
演出好几场，唱的还都是群众身
边的事，我们都喜欢听。”特意来
听孟影唱琴书的会龙镇闫庙村
李秀梅提起孟老师不由得竖起
了大拇指。

2015 年，孟影以一个真实
好干部为原型，创作了一部讲述
新型干群关系的作品《轧狗风
波》。她带着该作品，走进社
区、乡镇，进行艺术化宣讲活动
近 200 场。每到一处，她就借
机询问群众对该作品的意见看
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

《轧狗风波》最终获得了第七届
中部六省文化艺术节政府奖、
群星奖等奖项。

近年来，孟影先后创作了
《买巴掌》《喜事多多》《邻里之
间》《恶梦》等作品，都是反映基
层群众所思、所想的事情，受到
群众好评。

报国还倾忠义心
唱响十九大

践行文艺工作使命
在孟影看来，琴书主要有两

个功能，一为娱乐，二为教化。
在了解群众喜好之后，孟影想到
把十九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党的
方针政策融入到琴书中，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唱给老百姓听。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孟
影在2018年阜阳市“三下乡”活
动走进阜南县王家坝的文艺演
出现场，唱着自己新创作的淮
河 琴 书 ——《说 说 农 村 新 变
化》。在近十分钟用方言土语
表演的琴书中，孟影唱出了乡
村生活的新变化，说出了百姓
身边的人和事，引来台下观众
的阵阵掌声。王家坝镇崔集村
村民李士文说，之前不清楚十
九大讲了啥，听了琴书说唱的
小故事，差不多了解了。

之后，孟影创作了多部相关
的琴书作品，《我为阜南唱文明》

《农家乐》等作品，围绕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用浅显易懂的
话语、朴实生动的故事，唱清楚、
说明白十九大精神。

孟影唱琴书，擅长于故事
类，对于十九大、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政治性较强的句子，唱
不习惯。“一开始我也唱不好，记
不住词，唱的遍数多了，也理解
了，就顺口了。”孟影的儿子李昱
说，“从小到大，要么就是出去演
出不见人，要么在家就被我妈唱
琴书吵醒，天天五六点钟就起来
背稿子，不过我也很佩服她，那
么长的一大段，她都能很快背熟
并唱下来。”

孟影说，作为文艺工作者，
要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文
艺工作者的职责使命为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只留清气满乾坤
因为群众爱听
她唱“破”嗓子

“只要老百姓喜欢听，我就继
续唱。”多年来，孟影始终坚持在农
村基层演出，过去一年，她参与的
演出就有320多场，其中公益性演
出达200余场。

“百姓们闲下来的时候，就是
我们最忙的时候，从腊月到正月，
平均每天都有一两场，多的时候一
天要赶三场，在车上化妆、换衣服、
吃饭都是常有的事。”孟影说，百姓
们的热情总是让她难以拒绝，“本
来准备唱半小时的，唱完乡亲们都
不走，还让唱，我舍不得拒绝，有时
候一唱就能唱上两三个小时。”

这样高频率、长时间的演唱，
对 嗓 子 来 说 ，无 疑 也 是 一 大 挑
战。2008 年元旦前，孟影因疲劳
过度，嗓子一度哑到说不出话来，
一唱就破音。强忍着唱完了当天
的演出，她一个人跑去南京的医
院，经诊断为声带小结。医生告
知孟影，必须休息，手术后至少要
休息半年，否则以后就不能再唱
了。“对于一个曲艺演员来说，失去
嗓子就像失去第二次生命。”孟影
只得“乖乖”手术。

但 手 术 后 的 孟 影 并 不“ 安
分”，术后一个多月，春节即将来
临，她深知年底是演出最多最忙
的时候，不能辜负观众的期待。

“当时嗓子没有完全恢复好，没法
连续唱，有人告诉我可以在录音
棚里提前唱了录好，到台上对个
口型。”没有别的办法，孟影只能
试试看。2008 年农历腊月二十
六，她带着录好的琴书上了台，

“本来说好上台不用再唱的，一看
到观众我没忍住就又唱了起来。”
这一唱，尚未恢复好的嗓子又再
次受了伤，不得不重回医院继续
治疗。如今，孟影的嗓子已大不
如从前，但她从不后悔，“只要观
众们喜欢，都值得。”

春播桃李三千圃
收徒传授

让淮河琴书薪火相传
凭借30多年的经验积累，孟影在传统淮河

琴书的基础上，把当地淮词、大鼓、坠子和民间
小调融进创作中，同时还把黄梅戏、嗨子戏、京
剧和豫剧等糅进演唱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琴书艺术之路。

为了让淮河琴书发扬光大，她不但遍访名
家拜师学艺，还收徒传授，悉心教学。

“眼神分为软眼神和硬眼神，一上台，就要
用眼神跟观众交流，然后上来鞠躬，用眼神告
诉观众，接下来我要为你们表演了。另一个就
是要注重人物的跳进跳出……”3月26日下午，
在阜南县淮河琴书传承基地，孟影正在现场对
李丁丁等几位徒弟教学。“孟老师对我们要求非
常严格，排练起来基本上不看时间，一遍又一
遍，直到满意为止，晚上排练到十一点也是常有
的事。”李丁丁告诉记者，从孟老师身上不仅可
以学到琴书表演，更重要的是，她精益求精、追
求完美的态度和她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的做法
深深地感染者每一位曲艺初学者，牢记文艺工
作者始终离不开群众，要做到德艺双馨。

采访中，孟影表示今年计划做一场个人演
出，“把自己这些年来的获奖作品和较为满意
的作品拿出来，向家乡父老作一次汇报演出。”

演出之后，孟影会把主要的工作放在淮河
琴书的传承上。“目前，我已经带了几个学生，
其中李丁丁在全国青少年曲艺大赛上获得了
三等奖。同时，我准备把这些年在淮河琴书创
作、演出以及比赛中的经验、感悟和音像资料
等整理出来，以便于淮河琴书的传承。”

□记者手记

多年来，孟影从淮河琴书中讨过口粮，赢

过奖杯，获过赞许。难能可贵的是，她身为国

家一级演员，始终不忘与人民群众面对面，并

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不断进步。她生动地

诠释了什么叫艺术创作要贴近时代、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人

民喜闻乐见的精品。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孟

影老师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只有与广大

群众面对面，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才能采写出

最真实、最有温度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