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3 1 年的一天，一个

瘦小的姑娘走进上海明

月社的考场，唱了一支民

间小调：“我有一段情呀， 唱拨

拉给诸公听呀……”一曲唱完，女孩紧张地看着考官

黎锦晖。 黎锦晖和蔼地说：“你有不错的唱歌天赋，只

是现在的嗓音太过纤细，只要你刻苦练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这个当年只有

1 2 岁的女孩就是日后享誉歌坛的周璇。

也许你会惊叹，这场景跟当下火暴荧屏的“中国好声音”简直如出一辙。 没

错，民国时期，学员若想因“好声音”扬名，也需经“导师”考核。 那么，当时的“好

声音”是怎样选的？ 除了选秀，“学员”们还有哪些出道方式？

编辑 /王娜 美编 /张帅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2012年 9月 20日 星期四

钩沉

民国流行乐坛

导师黎锦晖：

他的学员主导了

当时上海歌坛影坛

“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

个不停……”这首《毛毛雨》是 20 世

纪 30 年代留声机里播放次数最多

的歌曲， 它也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

曲， 创作者是被称为“流行歌曲之

父”的黎锦晖。 如果时光穿越到今天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黎锦晖一定

是坐在“导师”椅上的那一位。 周璇、

聂耳、王人美、黎明晖……这些响当

当的人物，都曾是他的“学员”。

1927 年， 黎锦晖在上海创立了

“中华歌舞专门学校”， 这是中国近

代音乐史上第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

才的教育机构。 学校原定招收 120

名学员， 但报考那天前来应试者寥

寥。 当时很多人认为， 到舞台上唱

歌、跳舞跟旧时的戏子没什么不同。

最后招进来的学生只有 40 人，黎锦

晖的长女黎明晖也在其中。 因学校

在上海举办了“中华歌舞大会”而名

声大起，可因为当时政局动乱，办学

被迫叫停。 但黎锦晖心有不甘，又筹

资建立了一所“美美女校”，钱蓁蓁、

王人美这两个日后风靡一时的影

星，便是在那时成了黎锦晖的学员。

到了“中华歌舞团”（中国第一个歌

舞团）时期，队伍里又多了黎莉莉、

徐来（黎锦晖的第二任妻子）这些耳

熟能详的名字。 黎锦晖一跃成为“流

行歌曲”之王，当时上海的百代、胜

利、丽歌等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

黎锦晖的作品为荣。

不过， 黎锦晖拥有绝世的音乐

才华却没有商业头脑，在乱世之中，

他创立的“明月歌剧社”几经浮沉，

三起三落。 值得一提的是，周璇和聂

耳这两个颇具实力的学员是第二届

明月社招生时被黎锦晖发现的。 但

因为舆论抨击黎锦晖的音乐是“靡

靡之音”，明月社仍然没有逃脱最终

解体的命运。

（据《现代快报》）

从 3000 人中选出吴莺音 周璇曾被指“嗓音太纤细”

民国“好声音”也有海选和导师

茶社驻唱

王玉蓉被学校开除

在民国时期， 驻唱是歌手成名

的一种方式。只不过，那时还没有酒

吧，驻唱的地方是茶社，在南京，就

有一位因驻唱而走红的歌女， 名叫

王玉蓉。

那时茶楼老板为了赚钱， 实行

挂牌点戏，观众点什么演员唱什么，

王玉蓉技压群芳。 师傅为了让她名

声更响， 在群芳阁组织了一次歌后

比赛，结果，王玉蓉夺得“歌后”。

那年王玉蓉 19 岁，在南京京华

中学读书。得了“歌后”之后，有人向

校长告了密，校长闻讯大怒，以败坏

学风为名，将王玉蓉开除。

王玉蓉忧伤地离开了南京，却

在北京闯出了一片天空， 她拜京剧

大家王瑶卿为师，星途大好。

演而优则唱

阮玲玉开明星自演自唱先河

民国时也有一些歌手的成名路

是演而优则唱， 这跟今天娱乐圈的

出名途径也是相似的。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处处长陈

建华早年编著的《民国音乐史年谱》

中记载了“演而优则唱” 的起源。

1930 年，联华影业公司拍摄了影片

《野草闲花》，影片主题曲《寻兄词》

由剧中丽莲的扮演者阮玲玉和黄云

的扮演者金焰演唱。 当时处于无声

电影时代，为了配置这首歌曲，采用

了蜡盘（唱片）发音的方法。 在影片

放映时，根据情节需要播放唱片。正

是这部电影开了电影明星自演自唱

电影歌曲的先河。

同样，一代巨星胡蝶也是“演而

优则唱”。1935年 10月，明星电影公

司摄制的《夜来香》公映，片中主题

曲《夜来香》便是由主人公卖花女的

扮演者胡蝶演唱的。 主题曲是影片

主人公卖花女卖夜来香时所唱的

歌， 十分生活化， 也充满了期待和

忧伤， 不过， 很多人会把这首歌与

上世纪 30 年代另一首流行于夜场

的《夜来香》搞混，其实并不是同一

首歌。因为是“双栖明星”，胡蝶最辉

煌的时期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民国时期的“好声音”选拔流程跟现在大体相

似，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时的媒介不是电视台，而是

广播电台。

民国时期，收听广播电台是主要的娱乐方式之

一。 为了迎合听众的口味，当时的广播电台喜欢播

送一些轻松愉快的流行音乐。这些音乐是怎么来的

呢？ 有时候是播放现成的唱片，有时候是请大明星

来上节目，还有的时候就是招聘一些没有名气但怀

揣着明星梦的人在电台驻唱，边唱边播。

1941 年， 上海有一家广播电台想招聘这样的

驻唱歌手，公布了招聘信息。

3000 人报名参加了海选， 初试只录取了 300

人； 然后是残酷的 300 进 10， 复试中只留下了 10

个人；最后是决胜的 10 进 1，只有 1 个女孩留了下

来。这个幸运的女孩，名叫吴剑秋，被录取后改名吴

莺音，在这家电台踏上了她的音乐之路。

吴莺音喜欢唱歌，天赋又好，很快就红了起来。

她录制的第一张唱片叫做《我想忘了你》，是流行曲

大师黎锦光的作品。这张唱片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当

时歌坛最红的周璇和姚莉的唱片。 1946年，她与百

代唱片公司签约，成为该公司的台柱子歌星，被称

为“鼻音皇后”。

上世纪 30年代到 40年代，广播电台是非常多

的，光上海就有几十家，不仅没名气的人要通过它

累积人气，有名气的人也要通过它增加自己的曝光

率。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金嗓子”周璇。

1932 年， 周璇进入了明月歌舞团， 并以一首

《民族之光》初露头角。 1934年，她参加了《大晚报》

举办的“广播歌星竞选”。

当时的竞选过程有点儿类似现在的大众评委

投票。 先在报纸上和电台节目里发布消息，竞选从

5月份开始，一个多月后截止。 其间，歌手们在电台

直播间里一字排开，听众通过电话现场点歌，然后

把投票寄给报馆， 报馆会每天刊登当天的投票数。

竞选结束后，累计票数，得票最多的就是擂主。

当年， 那场比赛前三名的最终得票数分别是：

第一名，白虹（明月社）9103 票；第二名，周璇（新华

社）8876票；第三名，汪曼杰（妙音团）8854票。周璇

虽然只是第二名，但歌声被媒体喻为“如金笛鸣”，

也因此获得了“金嗓子”的称号。

而获得第一名的白虹，也因此奠定了歌坛擂主

的地位，获得了“播音歌后”的头衔。

1940 年，“影坛巨子”周剑云组建影片公司，将

白虹引入麾下，由她接连主演了四部影片，而且“每

片必歌”，先后演唱了《无花果》的插曲《埋玉》、《孤

岛春秋》的插曲《春之舞曲》、《地老天荒》的插曲《镜

花水月》等。 她一生之中，共灌制了一百多张唱片，

歌声传遍了海内外。

民国时期，“星探”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但这并

不妨碍那些有慧眼的伯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发

掘到一颗闪耀的明星。

1930 年，黎锦晖带着明月歌舞团北上巡演，在

天津演出时，后台来了一位小伙子，自称是团里姑

娘严斐的哥哥严华。 原来，他们一家定居在北平，

十几岁时父母先后去世，兄妹四人只好各奔东西。

严华是个歌迷，得知明月歌舞团有个叫严斐的女孩

后，猜测可能是自己的妹妹，就立马找过来了。

兄妹团聚后，严斐就拉着严华去找黎锦晖，想

让严华也参加明月歌舞团。 严华的形象气质很不

错，黎锦晖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就叫严华唱一首

歌听听，严华随口唱了一段，黎锦晖表示满意。 就

这样，严华成了歌舞团的台柱子，后因演唱《桃花

江》，被誉为“桃花太子”。

姚莉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原唱者，她的哥哥

姚敏在一家电影院当领票员， 被电影里的插曲吸

引，爱上了音乐。 于是哥哥做伴奏，妹妹当歌手，两

个人一起去电台唱歌。

有一次，姚莉去参加电台举办的慈善捐款点唱

节目，周璇和严华也去了。听姚莉唱完一首后，严华

称赞说：“唱得很不错啊！ ”然后就介绍她去了百代

唱片公司，并为她编写了成名曲《卖相思》。

那一年，姚莉 16 岁，因为《卖相思》红了，被上

海滩著名的仙乐斯舞厅邀请去唱歌，薪水很高。 她

的哥哥姚敏也成为了著名的作曲大师。

3000人参加海选，只选出了 1个吴莺音

参加电台竞赛，白虹第一名，“金嗓子”周璇位居第二

被“伯乐”看中，黎锦晖发掘了严华，严华又发掘了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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