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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美声与中国京剧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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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需要进行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一直以来，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都比较缓

慢，为了符合国际上文化多元化的形式，我国的文化形式也需要进行创新和发展。文章主要研究了西洋美声和中国

京剧之间的对比，从声乐艺术融合的角度来考虑中国京剧需要展现的民族性意义。笔者期望能够通过文章的表达，

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不同形式的艺术所进行融合存在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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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音乐已经在各国范围之内都得以发展和融合，并进入了

相互促进的阶段。谣方的音乐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在西方

人们看来，我国的艺术却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认同感。西方人认为我

国的京剧就像是西方歌剧的一种，其中所表达的故事就是我国的文

化内涵。为此，京剧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借鉴西洋美声

中的一些唱法技巧，还应该更多的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促使更多

的西方人们能够从京剧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一、中国京剧及西洋美声的历史联系

西洋美声诞生于16世纪，当时的意大利诗人以及一些音乐家

被教会释放，其为了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创造了美声唱法。当美声

唱法出现以来，就受到了世界的广泛欢迎，并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

特的艺术形式。美声唱法的声音表现出非常质朴且自然的特点，不

少歌唱者都对其进行追捧。艺术家们为了使西洋美声的歌唱更加出

色，不断的对歌剧以及一些其他的艺术形式进行实践和总结，逐渐

归纳出完成的西洋美声体系。

我国的京剧也具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汉代开始，就有很多戏

班来表演京剧的艺术形式。不少名伶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u1。根

据对京剧的研究和追溯，可以了解到，京剧的表演形式可以算是声

乐艺术的鼻祖。京剧不仅是中国的国粹，也在世界上具有很大的名

气。如今，京剧已经被列为世界上的表演体系之一。

尽管两种比较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其所

表现出来的艺术内涵对现代的很多艺术都具有指导意义。京剧以及

西洋美声都具有比较浓厚的历史气息，在艺术当中也蕴含着很多的

文化。在该种环境下，京剧和美声艺术都不是空洞的，都具有自身

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二者之间需要相互借鉴来汲取经验，从而使自

身的艺术形式能够创新发展。

=、西洋美声与中国京剧比较

一直以来，很多京剧的大家都比较关注西洋声乐的发展。其认

为京剧要想更加与时俱进，就需要找出西洋美声当中比较先进的歌

唱技巧以及歌唱经验。京剧如果能够学习西洋美声中比较精要的部

分，就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已经忽略

了戏曲的发展，学习戏曲的人越来越少。不少人还认为戏曲艺术并

不符合现代的生活，认为戏曲艺术已经属于一种过时的特征。一些

京剧艺术家也没有好好的学习中国其他戏曲中的优势，不了解气压

戏曲艺术中所蕴含的中国民族特色，以至于京剧始终停留在一个阶

段，无法追随时代的脚步拉1。从发音机制的角度来看，中国京剧与

阿

西洋美声是非常接近的。无论是那一种艺术形式，其在发音的过程

中都需要注重声音的原动力，声带会随着气流的出现而震动，并通

过口、鼻等腔体来控制声音。京剧以及西洋美声都会特别的练习自

己的发音机制，也需要了解自身艺术的声色特点。从发音的角度来

看，其实京剧的很多发音都与西洋美声不同。京剧中的很多桥段都

需要念白，而念白中的声韵比较难以控制呼吸，需要表演者将元音

在鼻腔等部位展现出来。西洋美声更加注重真假音的昏庸，其在音

色以及音区方面都会与京剧出现分别。

三、中国京剧的民族性意义

京剧一直是我国的传统艺术，其在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也应该

秉承着自身的民族特性。尽管京剧需要创新发展，但其在创新的过

程中应该注重对自身艺术形式的美化和丰富。我国有很多具有民族

特色的戏曲种类，京剧需要对该类戏曲进行借鉴和发扬。中国的民

族声乐虽然比较多样化，但总体来说，京剧才是其中发展更好的艺

术形式之一。京剧已经走向了世界，其承担着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的真人。京剧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声乐艺术相互借鉴，但

也需要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旧-。

结论：当今社会，中国的声乐艺术已经包含了多种艺术形式。

不同的地方戏曲、不同年代的流行音乐、甚至是源自西方国家的美

声唱法都在中国得以发展和传扬。中国的民族艺术越来越多元化，

就需要艺术家们用更加开阔的思维来看待中国的艺术。京剧作为比

较突出的艺术形式，代表了中国的艺术特色。京剧需要坚持民族性

的发展特色，在借鉴西洋声乐的基础之上，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

文化，从而使我国的民族声乐得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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