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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在民族声乐作品中的运用

胡晓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运河分院，江苏 邳州 ２２１３００）

摘　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声乐和京剧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为了解决民族声乐和
京剧所处的困境，业内人士努力探索，将京剧元素比如咬字行腔、气息、风格韵味、手眼身法步等，融合在民

族声乐作品中。两种艺术的相互借鉴与完美结合，丰富了各自的表现手法，拥有了更多的音乐素材，促进

了二者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京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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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中国民族声乐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的京剧元素，

它作为一种重要素材的来源，融入到民族声乐作品中，不仅

借鉴吸收了京剧中的表演形式和咬字腔调，为传统声乐表演

注入了新的力量，而且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表演艺术形

式完美结合了起来，使新的声乐作品更具魅力。这种创新形

式对中国民族声乐以及京剧的推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　民族声乐与京剧

（一）民族声乐

中国民族声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光辉灿烂的重要精神

财富。广义上的民族声乐艺术主要包括传统的曲艺说唱、民

歌演唱、戏曲演唱三大类民族演唱艺术，同时也包括其他演

唱形式，如：西洋唱法民族化演唱，新歌剧的演唱等。狭义上

的民族声乐指的是现代人理解的“民族唱法”，即带有明显民

族风格和声乐演唱技巧的音乐演唱形式，它继承发扬了传统

的民歌演唱技巧，又吸收了西洋唱法的精髓［１］。民族声乐受

民族、语言、地域、地区审美文化的限制，产生了不同的声乐

风格，本文主要讨论汉族民歌。汉族民歌主要讲究字正腔

圆、音色明亮、声音优美、韵味浓郁、感情充沛。字正腔圆是

演唱者的基本素质、基本要求，是向听众准确传达歌曲意境

的首要前提。感情充沛是要求演唱者将歌曲与内心的情感

结合起来，控制情绪，将歌曲想要表达的情感传达给听众，感

染听众，引起共鸣。韵味浓郁是要求演唱者运用以往的演唱

经验和独特的演唱技巧向听众传达对歌曲的理解和感悟，使

歌曲和听众相互交融。

（二）京剧

京剧又称平剧、京戏，在中国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被誉

为“国粹”，享誉海内外，在 ２０１０ 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京剧是以北京为中心，借鉴吸收了秦腔、戈

阳腔、昆曲的部分剧目和表演形式，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形

成的［２］。京剧角色的行当划分较为严格，主要为生、旦、净、

丑四大行。京剧舞台表演艺术主要是传达“以形传神，形神

兼备”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要求京剧表演者有扎实的基本

功和精致细腻的表演，处处入戏，将行当、服装妆容、人物身

份结合京剧演唱风格在舞台上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享

受其中。

二　京剧元素在民族声乐作品中的应用

京剧和民族声乐之间有一些共通性，也有一些个性差

异。共通性主要表现在咬字、吐字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

通过对字的讲究来表达汉字语音的韵律美和华夏文化的深

厚底蕴。个性差异也很明显，京剧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表演

形式，在唱、念中表演成分较多，夸张的服饰、妆容、唱腔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民族声乐多以混声唱腔为主，用适度的

肢体语言来配合优美的声音线条。在民族声乐作品中借鉴

京剧元素，使声乐作品具备了更多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

拥有了更多的音乐素材，合理地结合两者可以更好地表现作

品的内涵，让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

（一）咬字行腔

我国传统京剧艺术非常重视咬字和发音，大家经常用

“字正腔圆”来形容京剧中演唱者的演唱标准。在京剧表演

中最忌讳的就是咬字不清、包字等现象［３］。词曲作者在创作

曲目时，用美好的词汇来表达意图，演唱者需要把作者想要

表达的情感清晰准确的表达出来。这种发音绝不是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咬字发音状态，必须在口咽的部位作形，协调用

劲，对字头、字腹、字尾做好正确布局，字头要清晰、准确、简

练，字腹要稳定，有明确的支点，同时保证声音的悦耳，声调

的圆润，做到字与声的融合。在京剧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

是依字行腔，它根据字的音节变化、唱词声调的变化、词情语

义的变化而变化［４］。只有将咬字吐字与行腔结合起来才能

更充分的表达人物的情感。在民族声乐的训练中，这是非常

重要的一步。

（二）气息

歌唱艺术是呼吸的艺术。很早之前就有“形气相轧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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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的说法。“气”是一个人歌唱发声的动力。京剧演唱中

讲究“气沉丹田”。民族声乐中对气息的运用更加完善，要求

演唱者借鉴京剧中气息的训练方法让气息稳定，在吸气时，

要让身体感觉成一个饱满的气球，形成自然的呼吸状态和喉

头状态，演唱时用气拖住声，提高吸气的力量，做到呼中有

吸，唱腔委婉动听，刚柔并济，运用自如，声情并茂，达到声断

情不断的歌唱状态。同时出音要准，板式要正，把握好节奏

的准确性，运腔时着眼于歌曲整体风格，注意摇板式、散板式

等板式结构的处理，达到京剧元素与声乐作品的完美结合。

（三）风格韵味

受地域风俗的限制，随着戏曲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各

地都形成了独有的民族演唱风格，无论哪种风格，都有独特

的韵味。歌曲的韵味在咬字的基础上有助于演唱者完整地

表达歌曲的整体风格和情感意境。经过不断发展，我国许多

优秀的声乐作品都借鉴了京剧唱腔中的韵味，例如在《梨花

颂》中有一句“春入泥”，这句中的“入”字就蕴含了京剧中的

韵味，如果只是普通的一笔带过，就会显得整句歌词平淡无

奇［５］。韵味可以说是整首歌曲的灵魂，准确地表达出歌曲的

韵味可以发挥出它最大的艺术魅力。

（四）手眼身法步

在声乐表演中，声乐通过演唱者的歌声表达作者的内心

世界，而表演是通过具体形象的直观表现来传达这种内心世

界，两者结合使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丰满。演绎京剧风格的

民族声乐作品时，要借鉴京剧的基本功和手眼身法步的表现

方法，注意与观众的“传神”互动。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通

过眼神“收”、“放”、“藏”等的变化来展现情感上的转折和变

化，与观众的眼神交流来打动观众。同时，肢体语言的变化

也更能够让观众体会歌曲的意境，例如《清凌凌的水来蓝莹

莹的天》中，主人公小芹属于京剧中花旦一行，郭兰英老师在

演唱时充分借鉴了花旦的特征，把握核心，重点放在眼神和

站位姿势上，自然地表演，表达好人物的内心情感，做到了

“演”“唱”合一；《梅兰芳》的演唱中可以运用“兰花指”来表

现梅兰芳大师在京剧舞台上精湛的表演，既体现了在舞台上

柔美的女儿心，又与其在舞台下慷慨正直的男儿气形成反

差，更体现了梅兰芳大师的个人艺术高度和伟大贡献。

　　三　京剧在民族声乐中应用的具体实例———以
《梅兰芳》为例

　　《梅兰芳》是由刘鹏春作词、吴小平作曲的一首民族声乐

作品，整首歌曲描述了梅兰芳先生一生对京剧艺术一丝不苟

的追求和精益求精，称赞了梅兰芳先生的高风亮节，歌颂了

他对中国民族艺术做出的贡献。作品主要以京剧的四平调

为创作元素，不仅要求演唱者掌握咬字行腔等京剧风格，而

且考验民族声乐演唱者的唱功演功，近几年一直是专业民族

声乐大赛中女高音参赛必唱曲目［６］。作品的整体结构为前

奏（１ －８ 小节），Ａ段（９ －３８ 小节），Ａ’段（３９ －６７ 小节），Ｂ

段（６８ －结尾）。

Ａ段的曲谱如图 １ 所示。从唱词中可以看出，本段属于

不规则结构，词作者采用了传统的长短上下句式文词结构，

曲作者根据此词运用了非等长结构，同时结合了西洋音乐习

作手法，借鉴了京剧《贵妃醉酒》中的反二黄调中的［四平

调］元素。演唱时，“如水的明月”中的“明月”与《贵妃醉酒》

中海岛的唱腔非常相似，并且用小腔和颤音作为串引，使听

众产生带入感。随即“心火刚烈”表现大师的男子气概，描写

出他相较于舞台完全相反的果敢，应该采用小生的唱法，运

用假声来唱出浑厚之感。

图 １　Ａ段曲谱

Ａ’段的曲谱如图 ２ 所示。这一段的音乐形式与 Ａ 段相

同，但是情绪更为浓烈。这段主要描述梅兰芳蓄须明志，表

现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演唱时，可以运用京剧中的波音

体现出歌曲的韵味，并且用润腔中的顿音、倚音、连音对唱腔

进行美化，同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在借鉴京剧演唱时，要灵

活沉稳，收放自如，根据伴奏合理地调整气息，做到“气少音

不弱，气足音不破”。

图 ２　Ａ’段曲谱

Ｂ段的乐谱如图 ３ 所示。这一段主要描述梅兰芳大师

既有一颗柔美的女儿心，又有楚霸王一般的男儿气，同时称

赞了他对京剧艺术的领航作用。这一段使用了中板———快

板的多段式板腔体，这是京剧中独有的板腔体结构，使得歌

曲的各段落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结合，成为波澜跌宕的曲式

结构。演唱时同样要注意咬字行腔，“梅”“雪”等字都可以

咬住字头，再慢慢归韵，类似于刚开始学习拼音的方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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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钢琴伴奏要配合演唱者，注意调动演唱者的情绪，在结尾

处下键力度要大，奏出一种波澜壮阔的高潮感［７］。在整首歌

曲的演唱中，演唱者还可以借鉴京剧中的“手眼身法步”。既

不能太多，也不能没有，要自然灵活，主要是为了表达歌曲的

意境，使演唱更具内涵，让作品更有生气。

图 ３　Ｂ段乐谱

　　四　京剧与民族声乐相结合的特殊形式———京
歌

　　现在单一的音乐表现形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观众的

需要，在历史发展中，只有保证音乐的多元化，不断丰富音乐

形式、音乐作品的内涵，才能使一种音乐一直保持生命力。

融入了京剧元素的民族声乐作品———京歌，就是一种较为新

颖的民族声乐类型，这种歌曲类型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演唱者掌握好这种类型的民族声乐作品的演唱方式是十分

有益的。京歌运用了京剧中的唱腔、曲调、程式等，结合现代

音乐元素来演唱，是一种既有时代感、又包含了传统音乐元

素的音乐表现形式，它继承了京剧中优秀的元素，使观众耳

目一新。京歌的出现是京腔京韵与现代民歌创作的一种完

美结合，是中国民族声乐的创新。上世纪 ９０ 年代创作的《故

乡是北京》就是一首带有京剧元素的民族声乐作品。这首作

品主要通过描写北京的风景和近年的变化来表达对北京的

热爱，它融合了现代音乐与传统京腔，吸取了京剧、京韵大

鼓、戏曲、说唱艺术的音乐素材，展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赋

予了民族声乐全新的面貌。李谷一老师清晰的咬字、柔美的

唱腔、朴实的演唱使整首歌韵味十足，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

肯定［８］。

这首歌曲的旋律主要是京剧中的“西皮”唱腔，高亢嘹

亮，演唱时要注意运用京剧的唱法，集中运用一些倚音，防止

发生倒音，以求字正腔圆。歌曲的 Ａ 段借鉴了慢板唱法，韵

律悠扬，速度较为缓慢，在演唱时要注意咬字，例如“走遍了

南北西东”中的“走”字就要慢拼出字，“静静地想一想”中的

“想”要把字头唱出后稍顿，接着用 ａｎｇ送完后面的音。Ｂ 段

（中间两段）采用了“高拔子”唱腔，集叙事、抒情、歌唱为一

体，借鉴了京韵大鼓中的说唱特点，描述了北京的传统建筑

景物，也展现了北京的现代面貌，以普通又极具代表性的事

物使观众感受到朴实的情谊，在演唱时要注意咬字一定要准

确，行腔一定要流畅，在流畅的旋律中以沉稳、潇洒自如的神

态演唱。Ａ’段（再现部）的节奏和速度借鉴了京剧摇板式的

紧打慢唱，这种极具张力和动感的演奏形式表明了情绪的变

化，升华了对故乡北京的热爱，演唱时注意喷口的应用，控制

好气息，注意气口转换的自然。如“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中

的“北”字不应该是唱出去的，而应该是“推”出去的，凸显对

北京的热爱［９］。整首歌曲要注意京腔京韵的表现，保持明亮

的音色和饱满的气息，通过演唱者的二度创作让听众体会歌

曲的情感。

京剧自扎根华夏大地以来，经历了不断的历史变迁，融

合了诸多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艺术表现形式，是传统文化

的瑰宝，无数的先人前辈为京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

当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形势下，很多前辈也在不

断创新、改良，以求让京剧焕发新的活力和生机［１０］。将京剧

元素融入到中国民族声乐中，不仅让京剧得到了新的发展，

也给民族声乐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借鉴京剧元素表达传统

声乐作品时，对演唱者也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演唱者要

根据歌曲内容，巧妙融合京剧的表现手法，用饱满的情绪和

到位的表演，人歌合一，使声乐作品更具感染力和生命力，让

观众产生共鸣，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声乐作品

和京剧，在创新的思维下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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