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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豫剧五大名旦的唱腔特色及学唱要点 
吴俊廷 

（河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豫剧是河南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因其唱腔优美动听，地方韵味浓郁，与京剧、越剧、评剧并驾齐驱为中国四大剧种。提起豫剧“五大名旦”常香玉、

陈素真、马金凤、崔兰田、阎立品，在河南可称得上家喻户晓。本文将通过对“五大名旦”唱腔的具体分析，总结出她们唱腔的基本特色，为学唱豫剧及民族歌剧

提供科学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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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是河南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因

其唱腔优美动听，地方韵味浓郁，与京剧、
越剧、评剧并驾齐驱为中国四大剧种。豫剧
是一个生命力极强，颇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剧
种。提起豫剧“五大名旦”常香玉、陈素真、
马金凤、崔兰田、阎立品，在河南可称得上
是家喻户晓。本文将通过对“五大名旦”唱
腔的具体分析，总结出她们唱腔的基本特
色，为学唱豫剧及民族歌剧提供科学的理论
价值。 

一、常香玉之豫剧改革与代表剧目
“红”、“白”、“花” 

豫剧又名河南梆子，属于梆子声腔系统,
是近五十年间流传分布最广的梆子剧种。我
们知道，豫剧有地区派别之分，即豫西调、
豫东调、祥符调、沙河调。豫西调以洛阳为
中心，豫东调以商丘为中心，祥符调以开封
为中心（开封曾称祥符），沙河调以豫东南
沙河一带为中心。其中，豫东、祥符、沙河
三派相近似，故系统称为豫东调。豫东调音
区较高，用二本腔（假嗓）演唱，音调高亢、
明朗、奔放；豫西调则音区轻低，用大本腔
（真嗓）演唱，音调深沉、低四、浑厚。过
去豫东调与豫西调的演唱都各自守门户，决
不彼此串通往来，常香玉则与豫剧早期名演
员陈素真等开始破除这种成见。尤其是常香
玉大师以豫剧西调为基础，为表现人物和情
节，大胆吸收借鉴豫东调以及其他剧种，融
会贯通，巧于运用，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
风格，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常香玉大师的音色多彩，音域宽，运气
发音工夫精到，尤其是真假声结合巧妙，因
此，唱腔刚柔相济，达到了意到腔随、声情
并茂的境界。她的表演洒脱豪放、刚健清新。
特别是注重刻画和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与
揭示内心世界，做到了一人一格，一人一貌。
在本篇中，我们以常相玉为重点，以她的代
表剧目“红”、“白”、“花”为例，详细地记
述一下大师的唱腔特色。 

《拷红》取材于王实浦的名著《西厢
记》，列常香玉的代表剧目“红”、“白”、
“花”之首。其中“在绣楼我奉了小姐言命”
是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一个经典唱段。单板
式〔流水板〕结构，不仅把祥符和豫西两种
风格不同的地域唱腔巧妙、自然地融合在一
起，还引用了祥符的花腔唱法，特别是“我
就说呀”这句近似说白的演唱，唱到“张先
生的疾病不轻”时的模拟笑声和“你若是救
迟慢那”后边装腔作势的叹息，常香玉不仅
在豫剧声腔创作上具有首创性，而且运用得
体、准确大胆，可以说是神来之笔的经典之
作，令人拍手称绝，活脱脱勾划出了红娘机

灵聪慧，可爱好玩的孩子形象。我们在学唱
时要注意把握红娘此时的心态，抓住“吓哄”
二字大做文章。“哄”字注意用鼻音拖腔，
并重复出现富有弹性的下滑音，进一步刻画
出天真的小姑娘顽皮雀跃的神态。 

又如《白蛇传》中“恨上来骂法海不如
禽兽”一段，由〔慢板〕和〔非板〕连接组
成。〔慢板〕部分表现了她对法海的憎恨，
哭诉了自己无亲无故、无处奔投的境遇。特
别是来到断桥亭，旧景重现，物是人非，与
许仙的美好姻缘已被拆散，空留下自己的孤
独凄苦，满目皆愁的悲凉心境。在板式铺排
上，第一乐段常香玉巧妙地套用了〔七折〕
的唱法，上句“恨上来——骂法海——不如
禽兽”三腔式结构，下句“害的俺——一无
有亲——二无有故——无亲无故、孤苦伶仃
——那里奔投”五腔组成，是由于唱词和格
式与重复加滚造成的一种变化唱法，听起来
既熟悉又新颖，有着很好的艺术效果。这里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不如禽兽”中的“禽”
字属于 E 调中的“3 2521”音，音调较高，
需要一定的功力，才能用假声通过气息的支
撑完美地唱出，所以建议学唱者适当学一些
科学发声方法，万万不可机械模仿，滥唱高
音。尤为重要的是，常大师在《白蛇传》中
饰演的白素贞，唱腔创造和表演艺术都极具
特色，形成了深沉哀怨纯朴深情的艺术风
格，我们不妨细思量，多模仿，多练习，自
然能够得其要领，自如演唱。 

说到《花木兰》，即便是对豫剧并不感
兴趣的人恐怕也会立即想到“刘大哥讲话理
太偏”这一脍炙人口的著名唱段。这是花木
兰在从军的征途上，遇到几位同行的战士，
为说服刘忠端正态度，统一思想，增强斗志
所演唱的一段唱腔。全段为祥符调单板式
〔二八板〕结构。自“白天去种地”起，由
于词格的变化，多处用了口语化的五字相连
的〔五音联弹〕唱法，贴近生活，显得极为
自然，和正格的〔二八板〕唱法交织在一起，
既有节奏对比变化，又非常融合统一，使整
个唱段顿挫有序、浑然天成、朴实自然。更
由于常香玉杰出的声腔艺术创造，使得这一
唱段成了现代影视和各种晚会经常播出和
采用的名牌节目，有着很高的审美和艺术价
值。我们在学唱时，除了要用心感悟与把握
艺术女扮男装的特定思想和感情与人物形
象外，尤其要注意把握常香玉大师的运腔特
色：即舒展奔放，字正腔醇。 

二、陈素真之《春秋配》 
陈素真出生于 1918 年，是豫剧早期的

女演员，祥符调陈派艺术创始人，17 岁时被
誉为“豫剧皇后”，22 岁获“棒子大王”的

美称。陈素真的演唱俏丽精巧，表演细致秀
美，身段婀娜多姿，体态轻盈，水袖功更是
一绝。她一生为豫剧的改革与进步作出了杰
出的贡献，是豫剧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最有
影响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春秋配》是
陈派的经典名段，我们以“羞答答出门来将
头低下”一段为例，浅论一下陈老的唱腔特
色。 

《春秋配》讲述的是李春华与姜秋莲历
经坎坷和磨难终成姻缘的故事，取人物之
“春”、“秋”二字而名。这一唱段是姜秋莲
的继母趁其父外出贩米之机，逼她荒郊捡
柴。走出家门，姜秋莲想起自己饱受继母欺
凌的悲苦命运，不由泪珠滚滚，点点如麻，
唱出了这一展示内心悲苦，深切感人的唱
腔。 

陈素真的嗓音条件用我们现在的通俗
评判标准算不上优秀，甚至有几分咽哑之
感，而恰恰是这独特的二本腔唱法，成就了
陈素真祥符的代表剧目《春秋配》、《三上
轿》等，直至现在，依然久唱不衰，备受欢
迎。在“羞答答出门来将头低下”这一唱段
中，陈素真运用了典型的〔七折〕唱法，即
上句“羞答答—出门来—将头低下”是三腔
式结构，下句“哭了声爹—再叫一声妈—哎
哎—我的老乳娘啊”是四腔式结构，合起来
共有七个腔节，被称为“七折”。 陈素真为
了表达人物内心的哀愁悲苦，在每句的第一
词组用了“过板”唱法，节奏伸展有序，曲
调委婉缠绵，非常感人。我们在学唱时不必
刻意模仿陈老的嗓音风格，只要能用心体会
把握她的唱腔特色及塑造的人物内涵即可。 

三、马金凤之《穆桂英挂帅》 
作为豫剧五大名旦之一的马金凤，是唯

一以八十五岁高龄依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的一位大师。马老艺术特色清脆明亮，秀丽
华贵，独树一帜，她的演唱素有“豫剧轻音
乐”之美誉。提起马金凤，我们自然会想到
她老人家的主要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
《花枪缘》和《花打朝》，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一挂、二花。而《穆桂英挂帅》选段“辕
门外三声炮如雷震”更因了马老以年过八旬
在央视春节晚会上亮相，加上河南电视台的
《梨园春》节目戏迷大多选取此段参加打
擂，又兼中国农村青年结婚，高音喇叭所放
戏曲唱段也离不了此段，以至于这一经典唱
段可谓家喻户晓。以此段为例，我们试述一
下马老的唱腔特色。 

前面我们说了，马老的嗓音清丽明亮，
调门高，高音极具魅力。她的演唱以小嗓为
主，大小嗓结合，唱腔也多用豫东调，尤其
擅长演唱大段的叙事性豫东调二八板。“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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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三声炮如雷震”就是其中很好的一例。
马老清脆准确的吐字和节奏灵活、层次分明
的行腔布局，特别是每段叙事之后的色彩不
同的甩腔，例如“五十三岁又管三军”和“我
本是他的母亲”两处；使整个唱段真正做到
了意到腔自美。而后边“住在河东有家门”
和“一见帅印”两处的节奏和速度：递进处
理，马老可谓是匠心独运，一下子把后边的
情绪和气氛带了起来。而后又经过连续的垛
句，如磊块似串珠，经过层层铺垫和推进，
到“不杀安王贼不回家门”把唱段情绪推向
了高潮，实现了穆桂英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决
心。我们在学唱此段时，注意要先学会小嗓
唱法，再用心体会马老的唱腔特色，做到字
韵铿锵，气口饱满，振奋昂扬充满激情，突
出表现穆桂英巾帼英雄、叱咤风云的英雄气
概。 

四、崔兰田之《桃花庵》 
崔兰田作为豫剧五大名旦之一，是豫西

调唱派的主要代表，豫剧崔派的创始人。她
一生以擅演悲剧闻名剧坛，被誉为豫剧悲剧
艺术大师，豫剧悲剧美的创造者，有“豫剧
程砚秋”之称谓。她擅于扮演端庄贤淑、命
运悲苦的古代女性，主要代表剧目有《桃花
庵》、《三上轿》、《秦香莲》、《卖苗郎》等。
崔兰田吐字发音功力深厚，鼻音见长，余音
无穷。著名戏曲音乐理论家何为先生看罢她
的《桃花庵》演出以后，曾题诗相赠“曹州
奇卉有兰田，姊妹师徒《桃花庵》。一出盘

姑声与词，余音未罢心已酸。”其中“九尽
春回杏花开”这段唱腔，尤为突出地表现了
崔派的声腔艺术特色。 

不管是学唱崔派的《桃花庵》或者《秦
香莲》选段等，我们只要记准崔派的唱腔特
点，吐字清晰，鼻音见长，加上自己的用心
揣摩与模仿实践，一定能够得其韵，传其声。 

五、阎立品之《秦雪梅》 
阎立品是豫剧祥符调正宗门派传人，豫

剧阎派艺术流派的创始人。阎老出生于 1920
年，在旧社会，阎老洁身自好，不与恶势力
同流合污。她的名字取自正直的知识分子所
赠的“立身不使白玉玷，品高当与青云齐”
书匾。和常香玉等其余四大名旦相比，阎力
品遭遇坎坷，未能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从
而限制了她艺术才能的发挥，又加阎老已经
离开我们近 20 年，所以我们大家耳熟能详
的，也就是阎老的代表剧目《秦雪梅》了。 

阎立品在豫剧闺门旦方面独树一帜，极
有成就。她的表演风格端庄雍容，而《秦雪
梅》则是闺门旦的重头戏，最富特色的是“观
文”和“吊孝”两场。我们以“观文”一段
为例，浅析一下阎老的唱腔风格。开头一句
“第一篇写的是他自己的志向”是散板体的
栽板，阎立品处理时用力不大，拖腔柔和，
腔弯也不多，突出了边看边思索的意境。而
后面念商林的文章，则掺用了一些小生的音
调。最后的收尾“振呀振朝纲”，阎立品将
速度突然撤慢一倍，唱得豪迈而有气势。表

达了秦雪梅对商林宏伟志向的赞赏与崇敬。 
我们在学习阎老的唱腔时，要认真体会

并感悟阎老独特的唱腔风格。她既不同于常
香玉大师的吐字清晰、大小嗓结合自然，也
有别于马金凤老师的清脆明亮，秀丽华贵，
而是端庄娴雅，以嗓为主，鼻音极具特色。 

综上所述，我们浅论豫剧五大名旦的唱
腔特色，不是为了固步自封，简单模仿，而
是为了传承并发扬光大，就我们个人而言，
单纯欣赏只是雾里看花，而参与进去，学其
声，得其韵，或自得其乐，或与人同乐，则
可谓人生幸事。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抛开人世纷扰，共享传统戏曲之魅力，一定
会其乐无穷，这也正是我写此文的真正用
意，愿我们大家继承传统之瑰宝，共享和谐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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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常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能有效
地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 

2．增大课堂容量，提高学习效率。学
生的接受能力是增加课堂教学容量的重要
因素，多媒体技术通过形象、直观、情趣化
的演示技能加快学生的理解进程，增强学生
的认知能力，从而缩短学生在单位时间内接
受知识的进程，达到增大课堂教学容量的目
的。此外，在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板书、绘图
等教学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课堂容
量，利用多媒体技术存储功能可以更加快
速、准确、生动的解决这一问题，为课堂增
加知识容量。同时，教师还可以实现实时控
制，可以在任何时刻让某段文字、某个图形
出现，也可以在任何时刻让不必要的环节隐
去；可以随机作出图像；可以对屏幕上出现
的运动对象随时控制，像电影定格一样使之
静止在某一画面上，以对某些需要强调的运
动结果进行特写；可以对图形（或图像）进
行局部放大等等。这样，大大丰富教学手段，
拓展了师生交流的渠道，提高了课堂效率。 

3 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
信息技术不仅可以提供生动的画面，还可以
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为学生提供现实的生活
材料。现实的生活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体
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
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使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
数学问题，增加学习的实效性。 

4．解决思维障碍，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小学生的思维正处在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

象思维过渡时期，而有的数学知识又比较抽
象、枯燥，难于理解，这样就与小学生的思
维特点形成了一对鲜明的矛盾。如何解决这
一矛盾？那就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信
息技术可以将静态的知识动态化，动态的过
程静态化，抽象的知识形象化，从而揭示数
学知识的内在规律，化难为易，使学生正确
理解和掌握重要的数学知识，构建新的数学
知识结构及数学思想。 

二、整合运作的基本方法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引出问题。

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吸收过程，
而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实现掌握新知的
过程。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学习兴趣起到了
催化剂的作用。教师可以借助于信息技术将
文字、动画、声音、图片、视频有机结合，
创设一些生动的引入情境，这样能够有效的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由“要我学”
转变成“我要学”，为新知的传授创设良好
契机。 

2．自主探究，合作交流，解决问题。
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要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要让学生能根据自身行动的反
馈信息来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方案。强调和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
支持学生的学。为了支持学习者的主动探索
和完成意义建构，在学习过程中要为学习者
提供各种信息资源。因此，在教学实践中，
老师们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结合教学内
容和学生的认知特点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
供自主学习、自主探索的活动机会，让他们
在合作中增长才干，解决问题。 

3．分层练习，反馈矫正，注重应用。
利用计算机为学生提供大量不同类型、不同
层次的习题，计算机的交互性能还可以提供
各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容量之大的反馈
信息。计算机可以非常容易的实现对学生课
堂练习的及时反馈，一方面满足了学生急于
了解自己学习效果的愿望，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能使教师及时掌握学生
的反馈信息，为调整下一步的教学提供有力
的依据。如，《长、正方形的周长》一课，
在计算机中设计了 A、B、C 三层练习题。A
层：基本题。让学生利用长、正方形周长知
识进行选择和判断，并进行简单的实际应
用。B 层：变式练习。利用长、正方形周长
计算公式灵活的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体
会数学知识服务于生活的道理。C 层：思维
训练题。这一练习是对本课所学知识的扩展
和延伸，是为学有余力的学生准备的。计算
机将会对遇到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学习帮
助。在分层练习中，教师不给学生画定界线，
而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对所学知识
的掌握程度自主选择练习题上机操作。学生
每做完一层练习题，计算机都会给出相应的
成绩。当学生做完一层练习题之后，还可以
根据练习情况，自由选择其他层次的练习
题。 

总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会使数学学习
模式发生重大改进，能有效的促进学生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能力。
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
势，开创小学数学教学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