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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要：歌唱中的共性，主要是指科学的发声方法，不论哪一种演唱形式；美声、民族、流行，名包括我国的京剧反各地的地方剧中等。
虽然都有各自鲜明的个性，但都应该体现用声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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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中提到的共性，主要是指科学的发声方法。不论哪一种演唱形

式，凡是高水准的演唱都是具有科学性的。不能一提到科学的发声方

法。就仅仅局限于某一类演唱形式中，那肯定是对歌唱科学性狭隘的理

解。因此我们在声乐学习中不论是那一处唱法、美声、民族、流行包括

我国京剧，以及各地的地方剧种，随然各具特色，风格各异，都应该体

现科学性、时代性、艺术性。④在科学发声方法的指导下，结合个体的嗓

音特点，培养学习多种风格的演唱能力，从而逐渐形成个人的演唱风格

和个性。因此说歌唱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共性的基

础。个性也不可能得到很好发挥。

一、个性的体现离不开共性基础

个性的体现是多元的，但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声方法。我国著名录音

师李小沛在青歌赛现场就歌手演唱个性做了较精典的点评；声乐演唱的
个性风格不是绝对的，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是在科学发声的基础之上，

各种唱法之间，各有所侧重，美声唱法着重技巧的展现，民族唱突出民

族风格的展现，面流行唱法讲究个性的张扬。歌唱家蔡国庆侧强调个性

的突出是建立在共性基础上的，二者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无论是声乐演唱或戏曲演唱都必须有坚实的共性基础。共性基础就好比

房子的根基，根基不扎实坚固，房子不稳当就会出现问题。

二、歌唱的韵昧在共性中体现

歌唱者通过科学方法的训练，使歌唱的音质、音色、音准、技巧达

到了较高水准。同时通过自身的文化修养、艺术素质、准确表达作品韵

风格和韵味。如当代被称为民歌皇后的三位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宋

祖英、张也，她们的演唱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不见其人只
闻其声就能准确判断是那位歌唱家在演唱。

彭丽嫒演唱音域宽，嗓音嘹亮而纯美，吐字考究，情感表达用恰到

好处，演唱风格大气膀膊。宋祖英的演唱可谓是独树一帜，音色甜美、

纯净、亲切、演唱风格，国色飘香，富贵华丽，牡丹花盛开般令人陶

醉，痴迷。张也的演唱清澈、明亮、水灵、似一股清泉流人心涧，又如

天籁之音沁人心肺，不同的演唱风格给观众留下深刻美好的记忆。

在如中国京剧中四大名旦的演唱“梅”“程⋯苟”“尚”四大流
派，“梅”派的唱腔，婉转妩媚，雍容华贵，吐字流畅，归韵力度适中，

音色圆润，宽甜、明亮。“程”派的唱腔，讲究音韵，注重四声，追求

“声、情、美、水”的高度结合，演唱起伏跌宕，若断若续，风格含蓄，

深邃曲折，柔里有刚，刖柔并济。“荀”派唱腔嗓音甜媚，善于用小颤
音，半音和华丽的装饰音，又常以鼻音收腔来增添唱腔的韵致。“尚”

派唱腔以剐劲著称，嗓音宽、响亮道劲，气息深沉，行腔往往寓峭险于
浑厚，顿挫分明。四大流派的演唱都是个性鲜明，韵味浓厚，给观众以

浓郁醉人的美感享受。
三、呼吸是共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性鲜明，韵味浓厚，都是建立在科学用嗓基础上的科学用嗓离不

开气息的支持。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在青歌现场强调，气息对歌唱

的重要性，强调演唱的声音是搭在气上的“气是声之源，气是音之帅”

气息是歌唱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歌唱共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音色的明

暗，音质的优劣，音域的宽窄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息运用的好坏。
四、吐字，咬字在共性中体现个性

歌唱艺术追求语言与声音的珠联壁合，声音圆润的同时，语言还要

清晰，二者不可偏废，也就是说有了很好的共性基础在加上各种语言特

色，才会有美妙通畅的音色，如<闲情偶寄，演习部>对戏曲的演唱有

过这样的论述：“学唱之人，勿论巧拙，只看有口无口，所曲之人，慢

讲精粗，先同有字，无字，字从口出，有字即有口⋯⋯常有唱完一曲，

听者止闻其声，辩不出一字者，令人闷刹。”∞这说明了语言清晰对歌唱

的重要性，无数成功的艺术家都极其重视咬字吐字的功夫，专业院校对

于声乐学生开设台词课，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发音习惯，增强歌唱的表现

力。

1、读准、唱对声母、韵母

我国汉语包含三个要素一声、韵、调，声母位于音节的首位，起到

审音的作用，声母的错误直接造成字音的错误，从而导致听者对词意的

错误理解如“南”“兰”不分，把“南北”读成“兰北”把“西湖”

读成“西服”，韵母的发音不准确同样会导致错误，如在演唱中把“生

活”唱成“深活⋯圆圆”唱成“严严”等，都会让观众难以听懂词
意，当然也不会产生共鸣。

2、对声调的基本认识，声调即“四声”主要指“阴、阳、上、

去”四声，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四声变化引起词义改变的例子随处可

见，如“音箱、音响、引向、印象”从听觉来分辩，声调不同，词义完

全不同，明代魏良辅《曲律>中说：“五音以四声为主，四声不得其

宜，则五音废矣”，④当然歌词的声调要求不像说话那么严格，不必完全

按照说话的声调来定音高，但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出现“倒字”的

现象，歌唱时一旦有倒字问题出现，演员一定要用装饰音等办法来纠正

修饰。

3、准确把握歌唱中字头、字腹、字尾

字的发音主要分为字头，字腹、字尾、字头主要是指声母发音，字

腹主要指韵母的发音，字尾主要指归韵部分，清代王德辉、徐元微的

<顾误录)中说：“字为主，腔为宾、字宜重、腔家轻、字宜剐，腔宜

柔”。④这就说明我们在演唱时“字头要夸张”字头是决定字音清晰与否

之关键，例如<永远跟党走)中第一句中的“那”字的发音，应首先

夸张字头部分“n”上牙与下牙轻轻合拢，舌头抵下牙与牙槽阻气，然

后用气流将上下牙冲开爆发成声，快速过渡到韵母“a”；再如“天”

字，首先要夸张“t”同时，快速过渡到韵母“i姐”等等。总之，歌唱

语言要求在字头发音过程要傲到准确、快速、有力、干脆，字腹，主要
指韵母的发音，要唱的饱满、圆润、统一，如歌曲“大海啊故乡”中的

“大”字。首先夸张宇头声母部分“dI，然后快速过渡至韵母“a”上

“a”韵母要保持口型准确，不能靠“舳”也不能靠“柚”中间不能变，

要求统一圆润，才能做到所谓的“字正腔圆”，字尾主要指归韵部分，

收音归韵要轻巧，不能收得过早，使声音无法延长，收晚了又显得不干

净，之所以收韵时要有气息的支撑，口腔空间的保持，才会收得通畅连

贯，轻巧自如。

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指出：“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

的工具。不论声乐演员的声音如何圆润通畅，富有个性，但如果歌词不

清楚，认人难以昕懂，是难以打动观众使观众产生共鸣的，独特的演唱

风格不要以为只有用掐挤，喊才能表现出来，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圆

润、通畅的声音才能有利于我们个性风格的发展和特色的体现。四

总之独特的演唱个性，是建立在坚实的共性基础之上，博采众长、

融会贯通、发展创造。不断的提高文化修养，艺术素养以及生活积累，

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把握作品的内涵，更加准确表达作品内容和思想情
感。演唱才会形成“字正腔圆、寓情于声、演情于声、以声传情、声情

并茂”的独特的个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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