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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闫三妮民歌选》有感 

（代序） 

  
闫 三 妮 年 长 我 44 岁 ， 我 应 称 呼 她 为 先 生 。 我 和 闫

先 生 没 谋 过 面 ， 但 她 演 唱 的 民 歌 我 熟 悉 。 带 着 向 老 前 辈

学 习 的 态 度 ， 拜 读 了 《 闫 三 妮 民 歌 选 》 样 书 后 ， 意 味 深

长 ， 欣 然 从 生 ， 记 得 有 位 哲 人 说 过 这 样 一 句 话 ，“ 读 者

通 过 书 与 作 家 相 识 是 人 与 人 相 识 的 最 好 方 式 ， 无 须 隔 着

繁 缛 的 礼 节 和 世 俗 的 面 罩 ， 直 接 就 进 入 人 内 心 ， 人 的 情

感 ， 思 想 ， 气 质 ， 格 调 ， 都 呈 现 在 文 字 之 中 。” 学 习 后 ，

我 的 第 一 感 悟 是 ， 闫 三 妮 先 生 ， 是 河 北 省 一 位 很 了 不 起

的 民 间 歌 唱 家 。  

闫 三 妮 先 生 （ 1913— 1986 年 ）， 土 生 土 长 在 冀 晋 交

界 ， 太 行 山 河 北 平 山 县 ， 山 坳 里 的 合 河 口 杏 树 湾 村 。 据

当 时 1964 年 河 北 赴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参 加 全 国 汇 演 的 带

队 者 之 一 ， 也 是 为 闫 三 妮 民 歌 记 录 者 之 一 ， 王 杰 先 生 回

忆 ，  闫 三 妮 是 一 位 小 脚 女 人 ，不 吃 肉 ，食 素 。她 的 嗓 音

清 纯 、 圆 润 ， 给 人 甜 美 之 感 ， 嗓 音 不 大 ， 但 有 穿 透 力 。

加 上 地 方 方 言 和 地 域 音 调 ， 唱 得 又 是 农 民 自 己 的 故 事 ，

总 能 给 听 歌 者 ， 留 下 过 耳 不 忘 ， 独 特 的 艺 术 魅 力 印 象 。  

民 歌 ， 是 音 乐 和 文 学 相 结 合 的 艺 术 。 能 反 映 出 当 地

民 间 民 风 、民 韵 、民 心 。歌 词 内 容 ，从《 闫 三 妮 民 歌 选 》

（ 第 一 辑 ） 的 六 十 二 首 演 唱 的 歌 曲 来 看 ， 精 神 生 活 占 有

极 其 重 要 的 位 置 。 凡 是 她 演 唱 的 民 歌 ， 几 乎 是 她 生 活 在

那 个 历 史 各 个 时 期 中 ， 社 会 文 化 的 记 忆 点 。 代 表 作 《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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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你 那 个 山 梁 我 走 沟 》 等 ， 是 她 自 己 的 身 世 心 路 历 程 ，

内 心 情 感 的 真 实 独 白 ； 如 《 半 斤 莜 麦 面 推 窝 窝 》《 寡 妇

难 》 等 ， 在 歌 声 里 ， 体 现 出 旧 社 会 妇 女 遭 遇 不 平 等 地 位

待 遇 的 社 会 命 运 ， 唱 出 农 民 的 精 神 内 涵 和 意 愿 ， 把 生 活

在 社 会 基 层 的 农 民 们 ， 引 人 入 胜 的 典 型 故 事 ， 唤 起 人 们

的 觉 醒 和 社 会 的 同 情 ； 通 过 歌 声 ， 她 演 唱 的 《 花 椒 树 》

《 打 酸 枣 》《 麦 收 小 曲 》 等 ， 通 过 “ 望 山 喊 歌 ， 隔 水 拉

话 ” 民 歌 艺 术 ， 再 现 了 平 山 山 区 农 民 的 劳 动 生 活 情 景 ，

栩 栩 如 生 ， 犹 如 一 幅 幅 山 村 的 山 水 风 情 画 ， 那 样 清 新 细

腻 、质 朴 自 然 亲 切 ，令 人 心 旷 神 怡 ；她 编 唱 和 演 唱 的《 自

从 来 了 共 产 党 》《 百 团 大 战 歌 》《 平 山 是 个 好 地 方 》 等 ，

又 能 及 时 的 反 映 出 在 当 时 那 个 年 代 里 老 百 姓 的 心 声 ； 其

内 容 来 看 ， 不 仅 反 映 的 是 老 百 姓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喜 、 怒 、

哀 、 乐 ， 而 且 ， 在 她 的 歌 声 里 ， 和 祖 国 的 命 运 紧 密 地 联

系 在 一 起 ， 诠 释 了 农 民 们 的 思 想 情 感 及 对 生 活 的 渴 望 和

美 好 的 追 求 ； 她 心 灵 的 意 愿 和 百 姓 情 相 同 ， 心 相 连 。 所

以 ，她 得 到 了 百 姓 们 的 尊 崇 和 喜 爱 。称 她 为 爱 党 、爱 国 、

爱 人 民 的 好 民 间 歌 唱 家 是 当 之 无 愧 的 。  

闫 先 生 是 河 北 山 歌 — 信 天 游 风 格 的 重 要 代 表 人 物 。

歌 曲 风 格 ， 大 多 是 短 小 精 悍 ， 开 阔 明 亮 ， 高 腔 鲜 活 ， 朴

实 憨 厚 ， 风 趣 流 畅 。 似 乎 是 从 山 涧 瀑 布 中 流 淌 出 来 的 旋

律 。 音 乐 语 言 生 动 ， 亲 切 ， 富 于 歌 唱 性 ， 美 妙 动 人 ， 好

听 好 唱 。 充 满 浓 厚 的 山 涧 乡 土 气 息 ， 和 耳 熟 能 详 ， 赋 有

浓 厚 的 个 性 地 域 音 调 特 点 ， 不 弃 不 离 民 族 审 美 价 值 取

向 。 有 便 于 传 播 的 特 点 。  

闫 三 妮 先 生 演 唱 的 民 歌 ， 说 明 她 是 传 统 的 民 歌 继 承

者 ，伴 随 着 社 会 的 进 步 ，歌 唱 新 生 活 ，不 断 有 如 花 似 锦 ，

闫三妮民歌选 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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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富 多 彩 ， 新 的 歌 声 ， 应 运 而 生 。 因 为 她 始 终 生 活 在 平

山 这 块 沃 土 上 ，生 活 是 她 的 创 作 源 泉 。扎 根 在 人 民 当 中 ，

她 就 是 山 中 的 百 灵 ,脚 踏 热 土 ，歌 喉 生 境 ，用 歌 声 反 映 着

山 区 农 民 们 的 心 声 ， 时 之 所 趋 ， 民 之 所 向 ， 自 然 会 得 到

当 地 群 众 的 喜 爱 ， 这 是 她 长 期 保 持 着 旺 盛 的 激 情 和 歌 唱

的 生 命 力 、 高 歌 不 衰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是 值 得 我 们 当 代

音 乐 工 作 者 尊 重 和 学 习 的 。  

在 《 闫 三 妮 民 歌 选 》 问 世 之 时 ， 特 别 感 谢 为 闫 三 妮

先 生 做 记 录 民 歌 的 各 位 音 乐 家 们 ， 得 力 于 他 们 的 辛 勤 劳

动 和 对 传 统 优 秀 文 化 的 热 爱 。 才 能 使 闫 三 妮 民 歌 ， 世 代

传 播 下 去 。 假 如 没 有 当 时 的 纪 录 ， 闫 三 妮 演 唱 的 民 歌 ，

仅 是 美 好 的 回 忆 而 已 。 也 感 谢 出 版 社 的 编 辑 同 志 ， 为 这

本 歌 集 的 出 版 付 出 的 辛 苦 劳 动 。  

遗 憾 的 是 ， 因 地 方 方 言 ， 和 地 域 音 调 等 多 因 素 ， 民

歌 记 谱 ， 仅 是 形 似 歌 曲 的 韵 味 儿 ， 在 记 谱 法 上 ， 而 难 以

神 似 。如 能 把 当 时 有 声 录 音 ，刻 成 光 盘 和 记 谱 同 步 编 辑 ，

就 会 免 得 许 多 遗 憾 ， 当 然 ， 瑕 不 掩 瑜 。  

《 闫 三 妮 民 歌 选 》 的 出 版 发 行 ， 是 对 人 民 的 民 间 歌

唱 家 闫 三 妮 先 生 真 诚 的 告 慰 和 怀 念 。 当 然 ， 对 传 承 研 究

河 北 优 秀 民 歌 和 闫 三 妮 歌 唱 艺 术 成 功 之 路 ， 也 提 供 了 一

本 珍 贵 的 史 料 依 据 ， 同 时 ， 对 我 们 今 天 有 着 音 乐 梦 想 的

同 仁 们 ，从 中 吸 取 营 养 ，可 发 挥 她 的 启 迪 作 用 。 特 别 是

当 代 歌 者 和 音 乐 创 作 者 是 有 着 积 极 的 指 导 意 义 。 总 之 ，

我 愿 给 点 一 个 “ 赞 ”， 这 是 为 弘 扬 优 秀 的 传 统 音 乐 文 化

工 作 ， 做 了 一 件 有 积 极 意 义 的 好 事 。  

前 些 日 子 ， 我 出 差 回 到 单 位 ， 见 到 办 公 桌 上 ， 摆 放

着 一 本 《 闫 三 妮 民 歌 选 》， 就 爱 不 释 手 的 读 了 起 来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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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杨 荣 国 同 志 告 诉 我 ， 是 闫 三 妮 先 生 的 孙 子 胡 小 平 先 生

来 过 ， 请 我 作 序 ，我 自 愧 没 有 资 格 ，也 无 能 力 接 受 任 务 。

推 了 多 日 没 能 躲 开 ， 借 时 又 学 习 了 几 遍 歌 选 ， 有 了 些 粗

浅 的 认 识 和 零 碎 感 悟 。 胡 先 生 仍 坚 持 不 拘 常 理 ， 我 也 就

羞 羞 答 答 的 ， 把 读 书 感 悟 是 为 序 吧 。  

 

                                         白朝晖 

                                          2015 年 3 月 18 日晚凌晨于宅 

闫三妮民歌选 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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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歌唱家——闫三妮 

 

李彦伟 

 

——我曾在不同场合，六次听到闫三妮同志演唱民歌，

我认为，她是一位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好民间歌唱家。 

——闫三妮真是好样的呀，她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和

毛主席对诗，那真是最精彩的一幕！ 

                ——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 

      

太行山的骄傲 

 
闫三妮用她那圆润洪亮的歌喉，把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小

调唱响太行山、唱红晋察冀，唱进大会堂、唱火了京津冀，以她

名字命名的“闫三妮民歌”嘹亮地回响在中国民间艺术的乐坛。

她是太行山的女儿，更是太行山的骄傲！ 

一个农民歌手用她真挚的情感、洪亮的乡音，唱出了对生活

的热爱，对爱情的向往，对苦难黑暗的控诉，对英勇无畏爱国情

怀的赞赏；唱出了对子弟兵的无限深情；也唱出了千千万万中国

农民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无限爱戴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

自信。 

闫三妮生活的时代在 1913 年～1986年，期间跨越了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大历史进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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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和平建设三个时期。她深切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半封

建半殖民地制度的不同。闫三妮出生在冀晋交界太行深山的“民

歌之乡”平山县合河口杏树湾村。因为排行老三，打小长得俊、

脑瓜灵、悟性高，乡亲们都称她“三花儿”。“高山出俊女，净水

养歌喉”家乡的丽山秀水养育了大山女儿清脆响亮的好嗓子，“望

山喊歌，隔水拉话”的习俗造就了山妹子触景生情现编现唱的民

歌创作本能。尽管闫三妮的幼年贫寒困苦，家乡的山歌小调、美

丽传说，却像四季阳光照亮了她内心世界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

老艺人朱鱼女、闫二秃对这个聪明伶俐、人见人爱的“三花儿”

格外青睐，随时随地见面教、开口唱，闫三妮成了朱闫二老的亲

传弟子。很快学会了《割韭菜》《撇白菜》《打酸枣》《卖扁食》《樱

桃好吃树难栽》《小老鼠上灯台》等传统民歌。 

1929 年十六岁的闫三妮带着大山女儿的豆蔻年华和她视如生

命的山间民歌，在父母包办下嫁到了五十里开外的蛟潭庄胡家。

蛟潭庄日子虽比杏树湾宽裕，却也是“糠菜半年粮，席片凉土炕”。

勤劳的闫三妮没明没夜忙里忙外，一年到头家里人还是“肚子空

着半截肠，身上难添新衣裳”。苦难和辛酸让闫三妮以《走西口》

《淹没天》《哭五更》《刮野鬼》《寡妇难》《雪梅吊孝》《大杨树开

花须须长》排解内心的哀怨和悲愤。同时也唱出了《你走你那个

山梁我走沟》《瞭哥哥》《绣荷包》《半斤莜面推窝窝》抒发对幸福

爱情的美好期盼。特别是《你走你那个山梁我走沟》后来成为了

“河北信天游”山歌的经典代表。 

1937 年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的战火烧进华北大地，闫三

妮本已贫寒的生活雪上加霜，她感到苦难的日子像深更的黑夜不

见天亮。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这年 10 月八路军 115 师转入平山

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二年 9 月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进

驻蛟潭庄，边区机关住在邻村拦道石。村里办起了识字班，闫三

闫三妮民歌选 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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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进了民校，知识的光明照亮了闫三妮黑暗的生活。晋察冀军政

机关的到来，让她看到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顽强不屈的希望。她

用一个太行女儿的自觉自醒编出了《七七事变歌》《太行山是靠山》

《百团大战歌》《想五更》《缝军装》《三杯酒》《拥军谣》（《支前

小唱》）《小小的灯儿暗幽幽》《自从来了共产党》《歌唱晋察冀》《欢

迎咱们的子弟兵》《劝妇女》《张二嫂放哨》《盘查通行证》等大量

抗战民歌。圆润洪亮的歌喉，紧扣时政的歌唱内容，让闫三妮成

为边区著名的女歌手，边区军民大会上几乎场场都有闫三妮的歌

声。 

1938 年清明节，闫三妮随边区司令部领导一同乘车前往小觉

镇红石崖墓地，悼念晋察冀边区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看着碑文，

闫三妮内心澎湃，思绪翻滚，马上编出了《默读碑文起歌声》《人

民怀念周建屏》。歌声唱出，人们听了泪如泉涌，歌声让边区军民

把悲痛化成了力量，把思念凝成了坚决抗战的行动。 

随着时政民歌的不断创新，闫三妮民歌演唱艺术实现了由民

歌“自然主义”向“爱国主义”的深层次转变。一个勤劳质朴的

山村妇女，成长为一位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民歌战士”。她的歌声

响彻在太行山上，缭绕在白求恩救治伤员的医院，飞扬在保家卫

国的战场…… 

 

民歌拥军天下行 

  
随着闫三妮民歌艺术的日臻成熟与提高，她的社会知名度和

演唱范围也进一部扩大。特别是 1944 年 12 月晋察冀边区授予戎

冠秀“子弟兵的母亲”荣誉称号之后，闫三妮和戎冠秀开始了“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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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天下行”活动。她们一个做报告，一个唱民歌，珠联璧合，深

得各地官兵好评。为了追求宣传效果，多数场合，闫三妮把《小

小的灯儿》和《拥军谣》两首民歌进行联唱。有人问她：“你这歌

怎么这么动人？”她说：“我多少年在演唱这两首歌时，都是连着

唱的，它慢唱悲壮，快唱欢快。打仗是悲惨的呀，日本鬼子在平

山制造了多少大屠杀，老百姓为早日打败日本鬼子，把孩子送到

战场上，和魔鬼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儿呀！因为热爱他们（子弟

兵）所以唱歌的时候止不住流泪。周建屏司令员说过‘平山人民

用鲜血和乳汁养育了中国革命，用小米土布养育了子弟兵’；聂荣

臻司令员也讲‘平山人民车轮滚滚送军粮，枪林弹雨抬担架，舍

身忘死救伤员。’在民校里老师教我们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也发出了最后的吼声——最后

的一把小米用来充军粮，最后的几寸土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一

床老棉被也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一位亲骨肉也送到部队上。（《拥

军谣》选段）我用民歌调子唱出来感动了好多人。”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根据土地改革，闫三妮

给《拥军谣》填上了第二段词。1948 年中共中央来到西柏坡之后，

闫三妮又结合“三大战役”和“七届二中全会”，增添了第三段词。

解放战争时期她创作演唱的民歌还有《暗度陈仓西柏坡》《农民夜

校人人夸》《西柏坡是个好地方》《骂老蒋》《支援前线多打粮》等

等。 

闫三妮是一位人民的歌唱家，更是一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的艺术家。 

随着全国解放的到来，闫三妮和戎冠秀先后在原石家庄八一

礼堂、保定大戏院、天津虹桥大戏院、北京二七礼堂……等多次

拥军大会上报告、演唱，直到 1980 年 67 岁的闫三妮和 84 岁的戎

闫三妮民歌选 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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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秀还在进行着她们的“拥军天下行”活动。36 年风雨随行，从

乡村到城市，从农舍到军营，两位老姐妹用太行山的厚爱和坚韧，

在军队和老百姓心中筑起了一道又一道军民团结的国防长城。 

闫三妮一生创作演唱的拥军民歌达 20 多首，生活类、时政类、

爱情类民歌近百首。她那精湛、娴熟的演唱技巧和独具特色的演

出风格多次受到了中国音乐界高度重视，马思聪、李中艺、施光

南、江玉婷、乔伦、尤熹、王杰、岳延福、程千里等著名音乐家，

都曾对她的民歌记录、译谱，学习借鉴。特别是《哎呀，我的妈

妈》被时任中国音协副主席马思聪记录；李中艺记录了《西柏坡

是个好地方》；《樱桃好吃树难栽》《你走那个山梁我走沟》《半斤

莜面推窝窝》由施光南记录；王杰记录了《小小的灯儿》；乔伦记

录了《信天游》等八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北民歌曲研究》

《河北省文化志》《人民日报》《北京文艺》《文化月刊》《河北音

乐》等都曾刊登了闫三妮民歌，其中《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收录

了平山民歌 30 余首，仅闫三妮民歌达 10 余首。平山县文化馆结

集出版《闫三妮民歌选》四集近百首。《河北省文化志》记载，闫

三妮创作的山歌文采之高深、艺术之瑰丽令人叫绝。 

1956 年 7 月，在尤熹先生倡导下，平山县组织毕业于天津音

乐学院的程千里老师和在县里工作的闫三妮邻居梁志等人，深入

蛟潭庄利用五天三夜时间，录制、译谱、整理闫三妮民歌 45 首，

结集出版了《闫三妮民歌选》，作为民间艺术调查整理成果逐级上

报了上级文化部门。 

闫三妮在民歌艺术方面的杰出贡献，赢得了中国音乐家协会

主席吕骥同志的重视。1958 年，吕骥主席亲自来到平山县。在县

文化馆谈到民歌整理问题时，吕骥主席说：“华北联大 1940 年进

入平山，战争年代居无定处，我们曾在两界峰、上庄、下庄、柏

岭、下槐（huai）、南甸地区辗转，最后在元坊住下，平山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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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我终生不会忘记平山人民对革命的贡献。我曾在不同场合

六次听到闫三妮同志演唱民歌，我认为她是一位爱党、爱国、爱

人民的好民间歌唱家！她唱歌很有分寸，我所听到的都是新民歌。”

接着他又指着程千里说：“千里同志五天录了 45 首民歌辛苦了，

要继续努力！”这年夏天，程千里和梁志等人被县文化馆再次派到

蛟潭庄录制了 20 首闫三妮民歌，在《平山音乐》刊发，形成了《闫

三妮民歌选》第二集。在各级文化音乐部门的关心支持下，闫三

妮民歌像展翅高飞的百灵鸟一样，相继展露在众多报刊媒体。闫

三妮迎来了艺术人生的丰收时期。 

 

山歌唱进人民大会堂 

 
1964 年，闫三妮应河北省文化厅邀请，随河北省民间艺术表

演队，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民歌演唱会，毛泽东、刘少奇、

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现场观看了演出。 

入场前，聂荣臻元帅在休息室，向大家介绍了闫三妮当年在

晋察冀军民大会上联唱民歌的情景，聂帅的肯定让闫三妮倍受鼓

舞。 

演出开始，闫三妮纵情歌唱，在唱完预定曲目《要采灵芝攀

山崖》之后，她还即兴编唱了《北京城就是好》——北京城就是

好，不是毛主席我来不了；共产党就是行，没有党中国人民不会

有天明。闫三妮天籁般动人的音质、声情并茂的表演，博得了全

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演出结束，闫三妮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

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握着闫三妮的手说：“三妮你的歌唱得好。”

闫三妮说：“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我来不了！”毛主席又说：“行

闫三妮民歌选 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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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闫三妮答道：“共产党行，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不会有天明。” 

走出人民大会堂，吕骥主席对河北代表队说：“闫三妮真是好

样的呀，她在人民大会堂舞台上和毛主席对诗，那真是最精彩的

一幕！”说着他又饶有风趣地把闫三妮和毛主席的对话重复了一

遍，随后说：“当时我就感到这是民间歌手和人民领袖的对诗呀！”

闫三妮说：“谢谢吕主席对我的鼓励。”吕骥主席又说：“三妮民歌

唱得好，从杏树湾唱到蛟潭庄，从保定市唱到北京城，在那茫茫

黑夜里一直唱到东方红。你要一直唱下去，为社会主义文化献才

能啊！”闫三妮说：“我一定按着领导指引的方向一路向前！” 

全国民歌演唱会结束后，闫三妮被天津音乐学院邀请去进行

民歌研讨，同年河北省文化局在省会保定组织了闫三妮民歌演唱

会。闫三妮民歌再次被众多音乐家和音乐学者记录学习。闫三妮

走上了个人艺术生涯的巅峰。 

        
人民的民歌艺术家 

 
1966 年，正当闫三妮准备录制第三集民歌选时，“文化大革命”

发生了，“闫三妮民歌”被戴上“陈词滥调”的帽子，遭到了排斥

和扼杀。民歌是她的生命，是她生活的精神支柱，闫三妮坚信共

产党，相信自己的民歌不会就此消失。终于在“文革”结束之后，

她如愿以偿地迎来了第二次艺术新生。闫三妮和戎冠秀代表平山

人民，在县文化馆乐队伴奏下（程千里文场、赵永泉武场），再次

走进原石家庄八一俱乐部及石家庄驻军营房慰问演出，1980 年“八

一节”曾经一次连续演出 10 多场。青山作证，绿水欢呼——闫三

妮不愧为人民的民歌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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