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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与现代演唱艺术的结合 

甘咏梅 

摘要：本文以歌曲 《梅兰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歌曲题 

材、历史人文背景、歌词、唱法和表演等方面的解读，探析民 

族唱法借鉴京剧 艺术的方法，结合本人的演唱技巧 以及对该作品 

的演绎．以达到为以后演唱者在演唱方法上的提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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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是戏曲的一个剧种，是由徽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和艺术提升、演进后形成的戏曲表演形式。京剧行当首先 

分为生、旦、净、丑四大类 ，行当的设立，为演员演技的学 

习和发挥划定了明确范围。明清时期，戏 曲演员主要是男 

性，剧中的女性人物因而多由男演员扮演，从而形成了男扮 

女的旦行行当特色，习称为 “男旦”或 “乾旦”，梅兰芳是 

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梅兰芳最擅长演的是 “旦”。京剧中 

把女性统称为 “旦”，在他塑造的艺术形象中，有被封建礼 

数所不容的柔女子，也有追求爱情 自由，敢于和邪恶势力搏 

斗的坚强女子，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刻画入微、栩栩如生。 

梅兰芳综合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演唱表演，创造了独具 

一 格的梅派，梅兰芳先生也因为这一系列的艺术创新被称为 

“梅派大师”。旦角发声方法，属于民族传统的发声方法， 

讲究音色明亮，共鸣腔调节较小，声波在硬腭及口腔上部振 

动较多，声音靠前，声音颤动幅度较小，吸呼部位较深，讲 

究气沉丹 田，排气量相对较小；京剧旦角的唱法特点是用小 

嗓子 (习惯上也叫假嗓子，就是 “阴嗓”)，一般地说小嗓子 

是 比大嗓子 (习惯上叫它本嗓，就是 “阳嗓”)来得窄。但 

是我们要把它唱得又宽又亮、又脆又甜，能高能低而又要柔 

美光润。因此除了用气、发音之外，咬字、吐字也是很重要 

的。下面就京歌 《梅兰芳》作具体艺术分析： 

一

、 歌曲创作背景 

歌曲 《梅兰芳》是由刘鹏春作词、吴小平作曲的一首结 

合现代作曲技法和戏 曲音乐元素的作品，也是吴小平先生在 

其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例成功之作。刘鹏春是为纪念梅兰芳先 

生诞辰lOO周年所作。歌词集中概括了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大师 

梅兰芳先生的艺术人生，一往情深，富于浪漫色彩，寓深刻 

的时代性于生动的形象，寄起伏澎湃的情感于清新隽永的诗 

句。基于对梅兰芳先生全面的了解与深入的研究，怀着对一 

代大师的艺术成就及其人格魅力的缅怀与敬仰，吴小平紧紧 

扣住歌词内涵，谱写出一曲撼人心扉的华章，创造了一个更 

为动人的艺术境界。歌曲 《梅兰芳》的音乐特色首先在于音 

乐素材的运用方面。歌曲在吸收戏曲成套唱腔的基础上，选 

取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最经典的作品和唱段中最具代表性的 

声腔音调。该旋律运用了梅兰芳先生的代表作 《贵妃醉酒》 

中的典型的唱腔音调，旋律一出，先声夺人，给听众以似曾 

相识的亲切之感。其后音乐的旋律 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京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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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格调，波音、颤音、小腔等特有的装饰性技巧运用始终 

贯穿全曲。 

二、演唱特点 

1．发声与用声 

戏曲与歌曲在发声上的区别：歌曲演唱主要靠头腔、面 

罩和胸腔共鸣，运用的是真假比较平均的混合声，并在垂直 

打开的腔体里运腔，追求松字头，立元音，轻字尾。而戏 曲 

演唱用声时以头腔和面罩共鸣为主。运用真声为主的混声发 

音。它的运腔是以线行腔，运腔细腻，出气量小。但它较歌 

曲的用声更强调声带的张力和咽壁的力量，音色上较之歌曲 

更明亮、更具穿透力。在戏曲的多种发音方法上， “小嗓” 

是传统旦角的发声方法。 “小嗓”指的是完全使用假嗓，假 

嗓主要在京剧中的旦角、小生的演唱中使用，但二者声音的 

刚柔力度有所不同。系于真嗓、大嗓、本嗓相对而言，用假 

嗓发出的声音称假声，发声时，与真嗓相比喉孔缩小，部位 

抬高，气流变细，假嗓发音的音调较真嗓为高。在演唱过程 

中，假声的技能相对于真声技能是声带由整体运动向局部运 

动，由紧到松、由宽到细、由散到集中，有变尖、变细的变 

化，呼吸用腹肌丹田支点支持 ，唱到高音时展开眉心，吸在 

眉心，像投篮球一样。戏 曲的起音紧，像歌曲 《梅兰芳》歌 

词的第一个字 “那”的发音，N紧而且时值长；元音亮，紧贴 

咽壁；落音重，即有向下的滑音，体现出戏曲的独特韵味。 

2．咬字与吐字 

中国传统唱论强调 “以字行腔 ”，重视歌唱中字的因 

素，即所谓 “腔 由字生”。 “字正腔圆”也是我们民族声乐 

对声音审美原则之一。戏曲的许多韵味都存在于字里行间， 

这与歌曲的咬字是不同的，歌曲的咬字一般是字头声母的发 

音时值短暂，咬字头轻而短促 。而戏 曲的咬字就相对讲究 

些，它非强调咬紧字头，搭气，挂紧面罩，高位支点明确； 

而元音又一定要打开咽腔，贴在咽壁上，是声音具有金属色 

彩；字尾不仅要收在高位置上，并略带一点下滑音。例如： 

第一句歌词 “那一轮女儿的如水明月”中的 “那”字，在口 

腔打开方面就不能太大，字要轻出，声音要竖起来，不要横 

在鼻道上，笑肌打开 ，目的让声音从鼻道上到咽腔里去； 
“

一

轮”是敞开式的，装饰音要慢，要有棱角，不要圆滑。 

如水的 “水”要拖有两拍的长度，归韵时也要慢一些，归韵 

到 “ui”上； “明月”的处理是大摇然后下滑。第二句歌词 

“源 自于男儿的心火刚烈”中的 “源”字要先发 “Y”的音， 

再带出uan这个音，从鼻梁拉到头顶的感觉：心火的 “火 ” 

字最后归韵在 “0”上： ‘刚’字要绷紧后咽壁，使声音打到 

硬腭上，对着鼻尖，可以先用 (嗯啊)练习，小腹要憋着 ， 

用丹田的力发出，强化梅兰芳性格中的刚毅。 “千种风情集 

于一身”中的 “千”字要抬上牙， “风”字要柔美，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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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半是崇公道”的 “道”字要短，舌尖点上腭，唱完立 

马收， “魂似骓马泣泪泣血”的 “血”字要叹着唱，带点哭 

腔。 “巅峰飘作大旗猎”中的 “大旗猎”喉肌稍微用点力， 

“大”字要着重唱。 “留于江山看城堞”中的 “江”字归竖 

一

点，不要太横，上牙抬起来，看城堞的 “城”字先唱查再 

唱啊， “堞”字用舌尖顶着硬腭，可以用 “的”这个字来练 

习，吐字时硬腭要往上摆。在行腔中，出声起调往往音是准 

的，但节奏一长，常常会走调。所以字不归韵，字就没有支 

持，就不容易控制 ，唱出来也就无法做到深切传情。所以， 

在戏曲演唱中，咬字头是起阻气、搭气的作用；吐字、吐元 

音是起扩大声音、扬声的作用；而归韵则是起到把声音和音 

高控制在歌唱的高位之上。由此可见，这三个步奏都是很重 

要的，是歌唱声音线条统一、连贯不可缺一的关键。 

3．小腔 的演 唱处理 

戏 曲独特的韵味体现在一些小细节的处理上。首先，要 

做到把戏曲唱腔唱细腻，必须要明确唱戏歌时的三个支点的 

使用，使之声音成形线状走声：上支点、中支点和下支点。 

我们 的声音着力点在下支点 (丹田与尾骨处)，声音的流 

动过程是由中支点 (胸腔与后背)到喉腔到咽腔最后到头腔 

(上支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演唱时下支点要挂上上支点 

的位置，中支点保持，气息放在丹田处，喉咙打开、喉头放 

下，声音吸在咽壁上，感觉声音是在太阳穴的位置向前唱出 

的。唱戏时嘴是不太动的，声音的走向由笑机 、眉心到太阳 

穴到头顶，没有喉肌和下巴的力，所 以一定要找着两个下支 

点 (丹 田和尾骨支点)，从这里发力，再用咽壁反射的力量 

把明亮挺拔的声音从头顶送出。其次在小腔的波音、颤音使 

用 处理 上 ： 《梅兰 芳 》这 首歌 曲中有 “迢 迢 求索 路 自押 自 

解” 和 “魂似骓马泣泪泣血”两个比较长的乐句拖腔，在演 

唱时应这样处理：唱完 “迢迢求索路 自押 自解”的 “解”字 

和 “魂似骓马泣泪泣血”的 “血”字以后，都有几小节的拖 

腔，在拖腔里顿音技巧、波音技巧和颤音技巧的巧妙运用。 

如第 一片段 中： 休止符前 的2音 以及前倚音的3音这两个音发 

音强出，且收尾需干净利落，在演唱时可找似顿音的感觉。 

休止符后的1音起音要轻，在这一片段 的最后，音要由强到 

弱，像叹气一样的状态在里面。第二片段中第 四小节因延伸 

前三小节的悲泣情感，又音起弱拍，演唱时用轻缓加以无奈 

的叹息之感来承接前后，自第五小节起声音逐渐变强，从而 

将歌曲情感引向高潮。这些唱法与歌曲的处理是不同的，歌 

曲中没那么多 的顿音来修 饰，京歌 的演唱也不 像歌 曲那样 随 

意，京歌讲究的是一板一眼的这样一个演唱的形态，所以像 

这样的唱法就要模仿京胡拉弦的音色，要唱成断、连结合、 

棱角分明，同时还要模仿揉弦的感觉，先大摇后小摇的颤 

音、波音的演唱处理，让人一听就是京剧的戏味。 

4．表演形态 

形体表演对一个演唱者来说至关重要，声乐演员在舞台 

上演唱作品是，基本上都会固定在某一位置，像这样的固定 

的台风表演，借鉴了许多京剧表演的 “眼法和手法”。我们 

看京剧的表演，有很多程式化的动作，在唱念中为了进一步 

传情达意，就要加上手势来配合。 《梅兰芳》这首歌曲当中 

就有许多京剧 的表演手法在里面 。如作品的第一句 “那一 

轮女儿的如水明月”运用 “欲左先右”的表演规律，先不做 

手的动作，用头上仰、眼睛看高处的姿势代表看明月，体现 

女儿家柔美的形态，唱 “明月”的时候身体慢慢向右移动， 

这 时候加 上手的动作 ，右手借鉴戏 曲的 “兰花指 ”由左 胸跟 

随眼神 的方 向一 同向右上 方方 向慢慢划 去，在 “月 ”字 上定 

格 ，唱、眼神、手势要同步启动，才能达到协调。在 “源 自 

于男儿 的心火 刚烈 ”这一句 ，前三个字右手 向左慢慢画半 圆 

在胸前停住， “男儿的心火”握拳， “刚烈”顿一下，表现 

出梅 兰芳先生在 抗战期间 断然 蓄须明志 、不屈 不饶 的刚强骨 

气。又如 “半是虞姬，半是楚霸王”，前半旬是女人，后半 

句是男人，这时的眼神很重要， “虞姬”要体现女性柔美的 
一

面 ，这时的眼神要 含笑 中带 点羞 涩，而 “楚霸王 ”则要展 

现一代君王的霸气，眼神要带着一种淡定的贵气，这时候可 

以借鉴戏曲小生和旦角的形体表演手法交替运用其中，把男 

与女不同的形态表演出来。笔者认为在处理作品的时候表演 

是要细细琢磨的一块，因为表演的运用能使演唱者的演唱更 

加丰富，更具有内涵，使作品人物更加鲜活。 

旦角声腔委婉、清丽、高亢、圆润，能很好地表现女性 

的本质特征。唱腔在戏曲表演的唱、念、做、打中唱居于首 

位 ，也成为刻画人物 、展示剧情 、渲染气氛 、表 达剧中人精 

神风貌的关键。了解了 《梅兰芳》旦角的唱腔特点后会对民 

族声乐的演唱技巧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不论是在气息的运用 

与保持上、声带的张力、咽壁的运用、咬字与吐字的力度松 

紧把握上，以及舞台的表演上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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