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小慧是我在重庆文化宫的工人合唱团唱友，那时我唱男中音，她唱女高音。
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上午。那天是工人合唱团活动日，重庆很多

业余声乐爱好者都来到了文化宫。我听见练音房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歌声传出，那
声音说是天籁之音也不为过，高亢、嘹亮、穿透力强，更有一些麻辣烫韵味的重庆元素。我感
觉，唱歌的定是一个重庆妹子。

穿透力如此强的声音，自然引来了大家的评论，记得现场有一歌者评价说：“这是大本
嗓！”大本嗓究竟是褒还是贬，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位歌者后来考入四川音乐学院。再后
来，这个“大本嗓”还获得了1986年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CCTV电视大奖赛一等奖。值得
一提的是，在这届大赛上，成功推出了董文华、毛阿敏和韦唯等日后国内歌坛的著名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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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歌手的大嗓门

周小惠原籍重庆潼南，1954年出生在重庆市沙坪坝
区，曾在八中就读，并从这儿考上了文艺兵。她从小喜欢
唱歌，嗓子好、音量大、声音甜美。她当过兵，转业到地方
后，先在重庆测试仪器厂当工人，后调入重庆电视台文艺
部当音乐编辑。尽管当了音乐编辑，但人们还是叫她业
余歌手。

周小惠的声乐辅导老师名叫史贤文，是重庆歌舞团
的演员，曾在林俊卿的声乐研究所学习过，所以“咽音”门
徒认为周小惠也是“咽音”弟子。“咽音”是一种比较高深
的唱法，比如用呼吸的气流气柱唱出渐强渐弱的声音线
条，整个音域发出含有咽音的混合音等。

周小惠得奖后，业界大佬都认为她应留在北京深耕，
认为她在声乐上会很有前途。可她当时已有家庭，所以
没把唱歌当回事，只当成了业余的喜好。她的老公尹飞，
我也认识，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脸上长满了漂亮的络
腮胡，他也很支持周小惠唱歌。不过周小惠获奖后，没有
留在北京，又回到重庆继续工作了。

当时，重庆电视台同系统的一个单位，还出版了周小
惠的专辑盒带，里面收录的全是她唱的重庆味道的歌曲，
如《大河涨水浪沙洲》《槐花几时开》《三峡美》等。

两首重庆民歌闯决赛

还原当时周小惠比赛实况。
1986年，全国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中央电

视台演播厅隆重举行，大家都在通过电视屏幕注视着这
个辉煌的舞台。

在这届比赛中，民族唱法业余组爆出冷门，由重庆电
视台选送的女歌手周小惠一举夺得桂冠，震惊四方，她以
重庆綦江民歌《大河涨水浪沙洲》倾倒了评委和观众。当
晚，大赛评委、著名歌唱家马玉涛、王玉珍、蒋大为、金铁
霖等人不约而同地亮出了最高分的牌子，脸上溢满了赞
许的笑靥。

重庆风味的麻辣烫民歌，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沸腾
了，掌声经久不息。翌日，全国上千家报纸几乎同时报道

了这一消息。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周小惠回想起当年的情

景，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她能唱上千首歌曲，可是在比赛
时唱什么歌合适呢？民歌优雅大度，面广、情阔，又能贴
近观众，土就要土得可爱，于是她选了两首重庆民歌。

主持人叫她上场后，周小惠从容不迫地走上舞台，走
到聚光灯下，走到电视屏幕上，走到全国人民面前。面对
麦克风，这一次她表现得特别沉着，特别潇洒。

重庆綦江民歌《大河涨水浪沙洲》曲调乍起，这悠扬凄
婉，带着阵阵巴山风和雨的歌声，吹进了评委和全国观众的
耳鼓，人们被重庆民歌声情并茂的表达所震撼，这支歌在当
晚的参赛曲目中，让人耳目一新。接着，周小惠又用地道的
重庆话自己报幕：“再唱一曲《红叶红了的时候》。”这更是一
首典型的重庆民歌。歌词作者、诗人何培贵当年曾说，他创

作歌词时，正是巫山红叶盛开期，巫峡两岸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曲作者曾繁柯也说，这是一首思乡的
歌曲。

周小惠在舞台上的表演，再次征服了观
众和评委。主持人用激动的嗓音宣布：“周
小惠的最后得分是9.34分。”周小惠成功
了，她成功摘得民族唱法业余组桂冠。主
持人让她讲几句话，她已激动得语无伦
次，热泪盈眶地对着话筒说：“向家乡人民

问好，向帮助过我的老师表示感
谢！”赛后，德高望重的王

震将军笑吟吟地亲自
为她颁奖，中央电

视台还聘请她
为特邀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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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着这个好消息，乐得唱的唱跳的跳，他们激动地高喊
着：“周小惠为我们争了光，她是第一名，老山万岁！”战士
们还打电话给中央电视台，向周小惠表示祝贺和致敬。
战士们把衣服甩上天，现场一片沸腾。

赛后回到下榻地，周小惠打通家中的电话，听筒里
传来母亲的声音：“惠儿，你不是说只要半个月就回来
吗？我身体不好，你儿子又闹得厉害，你快回来吧。”这
时，她才猛然想起，当天是4月26日，这是儿子三周岁
的生日。

她为什么能够成功？

周小惠家境一般，父亲是清洁工，早年因病过世，母
亲在纺织厂上班。大字不识的母亲拉扯着四个孩子，家
贫却掩盖不了这个重庆妹的音乐天赋。周小惠爱唱，她
在江边听拉船的号子，一听就是半天。她走路唱，坐下来
也唱；在外唱，回家也唱，听到广播里的歌声，就更如痴如
醉。小学和中学，她的音乐天赋都受到了老师的重视和
培养。

16岁那年，她一个人偷偷跑去考文工团，结果却名
落孙山。听听别人的唱功，自己差距不小，她懂得了没有
千锤百炼的功夫，做任何事情都难成功。于是，她更加努
力地唱。或许是血脉里的天然音乐素质，在持续的努力
之下，她的歌越唱越好了，

有时候，机遇也是一个人成功的契机。1970年，成都
军区某部到重庆招收文艺兵，正在八中上学的周小惠被录
取了。从此，她唱歌的决心更加坚定，一定要在部队好好
干，一定要在音乐的道路上走下去。入伍后，她先在卫生
所当卫生员，后又到文工团当演员。正当她踌躇满志准备
大干一场时，部队缩减编制，文工团解散，全体复员。

部队的三年时光虽不算长，可给她打下了更加坚实
的基础。复员后，周小惠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命运却锁不
住她的歌喉，她依旧在引吭高歌。两年后，她代表四川省
到北京参加音乐会，又被部队看上，再次穿上了军装。这
事还有一段小插曲：周小惠刚从北京回来，一天有位军人
推开了她家的门，来人对她说：“我们部队正缺歌唱演员，
希望你能跟我走。”周小惠正犹豫不决，军人又说：“如果
你愿意，我们可照顾你弟弟入伍。”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弟弟入伍，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于是，周小惠又一次走进了军营。

军营显然是培养她歌唱的摇篮。笔者采访她时，她
曾感慨说：“前后九年的部队生涯，给我的成功打下了坚
实基础。如果没有经历那些锻炼，我就不可能在央视青
歌赛上获奖。”

“我是一棵小草，根在重庆”

周小惠的音乐老师史贤文，曾当过重庆歌舞团副团
长。完全是出自内心的认可和帮助，史老师常常下班后
挤公交车到周小惠家为她上课，并不计任何报酬。

在民歌方面颇多造诣的史老师发现，周小惠的“野”嗓
子很有活力，于是爱才心切，决心要把她更大的能量发掘出
来。史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周小惠提出的问题，耐心
地启发，讲解歌唱的要领。史老师曾评价说：“任何一件事
情的成功，都需经过执着的追求和具备强烈的事业心。重
庆人有一种玩命的韧性，周小惠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
无论炎炎盛夏还是隆冬三九，都能听见她练歌的声音。”

周小惠成名后，又有很多部队文工团找上门来，请她
出山；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也曾用专车接送她，希望她能
留在北京发展；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请她吃饭，与她促膝谈
心，希望她能选择唱歌为职业……面对邀请，她全都婉言
谢绝。最终，周小惠选择依然留在重庆电视台，做一位普
普通通的音乐编辑。

不过，面对那些邀请她的残疾人义演、援助非洲灾民
义演、支农和抗旱等公益义演，她却不要报酬地全部答应
下来，没有一丝犹豫。她的画像上了《音乐世界》等杂志，
她的事迹上了《四川日报》《南方周末》《四川画报》《文汇
报》《战旗报》以及国外的多家大报。

周小惠说，她的根在重庆。她曾私下告诉笔者：“我
不过是一棵小草，只有扎根在重庆的丰
沃土壤里，才能生根长大。”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
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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