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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是前辈艺术家留给我们的

艺术瑰宝，它是传统戏曲中剧目最丰富、表演最精细、流行最广

泛、观众最普遍、影响最远大的一个剧种。我们这代人有责任、

有义务将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传承下去。

京剧是诞生在北京的一个古老的剧种，她是在继承我国古老

戏曲的基础上，对唱念做打及各行当的表演形式进行了加工、提

炼、升华，并吸收了其他剧种的精华而形成的，表演手段运用了

戏曲的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

京剧之所以被誉为国粹，是与其令人陶醉的唱腔密不可分

的。京剧的唱腔讲究、优美、动听、迷人，京剧的唱腔除保留和

继承了部分昆曲的“联曲体”的形式之外，主要是在徽剧汉调的

西皮二黄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变化，从而确立了有上下旬组成的板

腔体音乐的表演形式，同时还有一些地方戏的曲调和民间小调，

如：柳枝腔、吹腔、南锣和风阳花鼓调等等。京剧不仅唱腔丰富

多彩，而且伴奏也独具风格和特点，其中包括了文乐和打击乐，

京剧的演唱语音是把湖广、中州的音韵与北京的语音融合在一

起，有尖字、团字、上口字，四声严格分明，京剧是歌舞剧唱居

首位，是京剧的魂。京剧的唱腔分为西皮和反西皮、二黄和反二

黄两大块，唱腔不受唱词的五言、七言、十言的限制，而且各种

各样的板式花样种类繁多，有倒板、回龙、碰板、二六、原板、

慢板、哭头散板、摇板、流水、快板、南梆子、四平调、反四平

调、汉调、宽板、快三眼、娃娃调、高拨子、吹腔、南锣、柳枝

腔等等。生旦净丑各个行当都有自己独特的唱法和动听的唱腔，

不同剧目不同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均以成套唱腔表现出来，其节奏

流畅、旋律优美、动听、感人，它比昆曲通俗易懂。京剧中西

皮的唱腔特点是节奏明快、激昂、高亢、欢乐、奔放、舒展、跳

跃、喜悦、缠绵委婉等等。二黄的唱腔一般是表现人物忧伤、忧

郁、低沉、悲痛，有的唱腔听起来如泣如诉、撕心裂肺、催人泪

下。各个行当的唱腔都有不同的特点，如老生明快、旦角细腻、

花脸粗犷、武生挺拔、老旦高亢苍劲等，听起来韵味十足，给人

以美的享受。随着京剧的发展，在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舞台上

又出现了一大批声名显赫的艺术大师，各种流派的形成一时在戏

曲的舞台上争奇斗艳，将京剧的表演艺术特别是唱腔艺术又推向

了一个新的高峰。我们仅就当时赫赫有名的四大名旦来说吧，

梅、尚、程、苟四大名旦流派的出现，为京剧舞台增添了新的风

采，他们在京剧唱腔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梅先生精通音律声

音甜润亮脆，行腔吐字流畅自然，唱腔平稳端庄大气，韵味纯厚

令人陶醉。程先生功底纯厚，虽然自然条件不算太好，但他刻苦

钻研，形成了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发声吐字方法，他的唱腔幽咽婉

转，起伏跌宕，若断若续，节奏多变，以擅演悲剧而享有盛名。

其独特的唱法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旧中国妇女在封建制度下的悲惨

遭遇和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反抗的斗争精神。苟先生的唱腔也很

有特色，它节奏明快旋律优美，吐字清晰，温柔妩媚，唱近于

念突显出活泼欢快、清新流畅的特点。尚先生的唱腔．高亢而挺

拔，嗓子清脆圆亮，他的颤音、顿音干净，有韧有力、洒脱奔

放，创造出众多巾帼英雄、侠女烈妇的艺术形象。四派的大师都

各有特色，概括起来就是：梅是典雅之韵，程是委婉之情，苟是

妩媚之姿，尚是明快之气。各大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神韵，均能

从不同侧面给人以美得享受。京剧的唱腔具有如此的美妙，我们

应该很好的继承和发展，然而继承和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

常艰巨而又重要的使命。

我们作为一代艺术教育工作者，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我

们要勇于担当，要具有很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在继承

的同时，要勇于改革创新，为京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尽自己所能。

教育离不开老师，师资问题也是艺术教育工作中很重要的问题，

特别是中青年教师，要不断进取，自我完善，拓宽戏路，只有会

得多懂得多，再加上有强烈的责任心，才能较好地完成艺术人才

的培养，否则就是空谈，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的老师

就应该不断提高、充电，边教边学，俗话说得好艺无止境，活到

老，学到老。学习剧目除了看录像听录音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也可以走出去、请进来，和有名望的艺术家一字一句、一招

一式的学习，做到“实授”，这样自己在今后的教学中才能够做

到心中有数。老师们应定期共同研讨、相互看课，按教学大纲的

要求提出自己的教学剧目，然后由戏领导、教研室、专业老师三
方共同商议决定。具体到哪个学生学什么剧目，由哪个老师来

教，可实行师生互选双向选择。做为一名专业老师应多掌握一些

剧目和专业知识，这样才能在实际的教学中得心应手，同时也能

给自己的教学留有充分的余地。现在的学生独生子女多，娇生惯

养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老师的教学会遇到很多新问题，这就

需要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不断进取，更新观念，探索当代艺术

教育教学的新路子、新方法、新手段，使教学方法更科学、更新

颖，更有利于学生学习。下面我想就教学问题谈几点看法。

1．学生应以学“官中”的东西为主，把基础砸实砸好，前两

年不要过早的分行当(指旦角)，男生则可以学一些老生的基础

唱段和念白。

2．学唱腔音准最重要，开始一定要有视唱、练耳课，这就是

开蒙课。只有解决了音准问题才能学好唱腔，在此基础上还要有

京剧唱腔欣赏课，以此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3．正音课，将念白按普通话正音读出来，但是尖团字和上口

字要详细教他们念，以此解决字正的问题。

4．学唱段可先学打引子，这样也能检测学生的音准状况，有

的学生唱音阶没问题，但到实际京剧唱腔中就唱不准了，所以学

一下引子有好处，能帮助学生初步掌握音准。

5．学唱段最好先学西皮原板，因为原板是各种板式最基础的

东西，学起来无论是吐字、行腔、归韵都较容易，先易后难可增

强学生的自信心。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逐渐进入二六、南梆子

等。散板节拍虽然无板无眼，但唱腔旋律句逗仍须分明，不易驾

驭。慢板唱腔节奏缓慢，旋律曲折细腻更不易掌握，这些均应在

高年级学习为宜。剧目教学应先从零件入手，逐步进入小型剧目

和片段。我深信这样由易而难，由浅而深得学，定能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6．我想再说一点非常重要的问题，老师一定要教会学生拍

板、使学生懂板眼，从开始就要有心板，这对演员来讲是一个非

常关键和重要的东西，也是最基本的要求。

7．六年制的学生在剧目上不应学的太单一，不要缺边，西

皮、二黄、吹腔都要掌握一些。如果有条件最好每周能有一次京

剧精彩唱段的欣赏(按行当)，老师和学生一起听，一起互动、

点评，谈感受，自我找问题。

京剧的继承和发展还须全国所有京剧工作者来共同努力和担

当。老一辈教师已将京剧的继承和发展的接力棒传给了我们中青

年教师，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光荣的、漫长的，我们

将不懈努力，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为京剧的发
展和繁荣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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