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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与民族声乐的相互融合探析

张宇飞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48）

【摘要】民族声乐是一种依托民族语言歌唱进行的艺术表演，是传扬民族文化的一个强有力的载体，它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音

乐文化。可以说，民族声乐是我民族音乐苑坛中一朵盛开的奇葩，是推动我国音乐艺术创作的精粹。音乐多元化发展背景下，为了凸显出

民族声乐的音乐风格，声乐界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京剧”，实现了两者的相互融合，以满足民族音乐的多元化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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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声乐，是一种能够彰显民族文化的特色音乐艺术形态，

其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和民族精神。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

展，民族声乐经历了漫长的传播，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

时，民族声乐风格也开始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征，历经时间的洗

礼，民族声乐在音乐风格上更具特色。京剧，被誉为“国粹”，是

我国最富有代表性的戏曲艺术，其以传统观曲艺唱腔为“种子”，

脱离了传统曲艺唱腔的窠臼，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幻化出了

一种全新的歌曲形态，在民族声乐演唱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民族声乐的发展

民族声乐自形成以来，一直都保持着一份纯真。我国是一个

热爱音乐的多民族国家，自民族声乐产生以来，就一直广受男女老

少的喜爱。尽管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下，我国各民族人民在生活

习惯、民族文化以及语言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民族声乐

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乐仍旧保持着原生态。我国作为一个拥有

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多民族国家，族人一直以来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习

惯。至今为止，各民族人民仍然保留着原始的古朴民风，我们崇拜

自然，部分少数民族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宗族信仰。在这样的历史文

化背景下，民族声乐延续着民族特有的文化特色，并将这些文化特

色融入音乐之中弘扬。因为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所以民族声乐的

音乐风格不仅细腻动人，更具有浓厚的民族风味。

二、京剧与民族声乐的相互融合

（一）民族声乐借鉴京剧

1.情韵表达的借鉴

民族声乐和京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京剧最终是需要演唱

的艺术，词章的语言与曲作的旋律，有赖于演唱中的声腔体现，只

有当它赋予了声情的美，它才能真正传达出听觉的美感。声，京剧

中的声，是一种艺术化、规范化的音乐艺术语言，它是演唱者运用

演唱技巧所发出的。情，在整个演唱活动中发挥着导向性作用，其

是依托于思想感情指导气息发生运动，从而产生能够传递情意的声

音。民族声乐演唱时，应要了解作品中神韵的表达，譬如说：《洪

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唱段《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演唱者首先要了

解作品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故事所演绎的情节等，这样才能

够把韩英这一形象演活。

2.表演艺术的借鉴

京剧的唱腔以西皮和二黄两大声腔为主调。二黄是一种抒情性

的腔调，节奏较为舒缓、平缓，适用于表现悲怨、深沉的情绪；而

西皮的曲调却偏向于活泼、轻快，唱腔明朗，适用于表现坚毅、激

动的情绪。京剧演员的表演或夸张或含蓄，而很多民族声乐演员也

继承了京剧这一表现艺术，使民族声乐的唱演达到了神形兼备的境

界。就民族声乐曲《梅兰芳》来看，它的音域跨度极大，前半段一

咏三叹，洋溢着细腻的京剧韵味，而后半段却有着民族声乐所特有

的音乐张力。细腻京剧韵味和音乐张力的融合，使《梅兰芳》的气

势更加慷锵有力、更加激越，同时也深刻地喻示着作曲者——梅兰

芳先生崇高的民族气节。

（二）京剧借鉴民族声乐

1.呼吸与共鸣

京剧演员和民族声乐歌唱者是一样的，必须要抓好声线的练

习，才能够将音乐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就京剧声的练习来

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男声e、i母音的练习；女声u母音的练

习；具有掩盖色彩的“o·u”母音训练等等。此外，掌握正确的呼

吸方法是促使音色饱满的重要基础条件。对于京剧表演来说，胸腹

式呼吸方法的储气容量大，还能够有效控制腹部的肌肉，是当前京

剧表演者较为常用的一种理想呼吸法。当然，要想真正地掌握住

呼吸技巧，还必须要掌握胸腹式呼吸法的要领，并加以练习，这样

才能够在表演时运用自如，以达到声音、气息和感情三者的有机融

合，从而感染观众情绪，让观众深入其中领悟音乐作品的魅力，认

识音乐艺术的内在价值。

2.京剧民族声乐化

民族声乐除了自身内容丰富外，它的表现手段也是多样化的，

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京剧声乐现代化。所谓京剧声乐化，就

是说京剧要注入民族声乐的音乐风格，使之能够为社会大众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成为属于民族的戏曲艺术。京剧的生命力，往往表

现为它吸收、融合与革新的进度。徽班进京，创造了国粹京剧，这

种京剧糅合了京腔、昆腔、秦腔、弋阳腔等，它的音乐元素来自五

湖四海，这也使得它成为了我们的国粹。新形势下，京剧应该学习

徽班创造了国粹京剧的经验，融合民族声乐中的优良传统，吸收更

多民族音乐元素，使京剧既有自己的音乐特色又有民族性的音乐语

言。

三、结语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获得了空前的

发展。而声乐和京剧作为民族文化发展催化下衍生出来的产物，其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迁中，也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显而易见，就

民族声乐的发展出发，展开关于京剧与民族声乐相互融合的研究，

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将能更好地促进民族音乐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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