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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西洋歌剧唱法还是中国京剧唱腔都经历过形成

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都是非常完善的艺术体系和演唱技巧。

不同的欣赏角度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共同的美学高度

将之比较确有不同的艺术感受。

1 阐述西洋歌剧演唱技巧

1.1 呼吸———从有西洋歌剧唱法以来，呼吸作为演唱技巧的

原动力，各个时期的歌唱家们在不断的调整改进呼吸方法。从

口式呼吸到鼻式呼吸以及口鼻联合呼吸，从反吸气到正吸气，

从胸式呼吸到腹式呼吸以及到胸腹联合呼吸。以致到今天我

们比较达成共识的呼吸方法为胸腹联合呼气，以腹为主。

1.2 喉位———所谓的喉位就是歌唱者在歌唱时的喉头的稳

定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如何寻找呢？打哈欠时口腔打开，舌根

放平，下巴放松自然下落，感觉一股凉气瞬间到达肚子，这时

的喉头位置就是比较合适的喉位位置。唱歌时喉位一定要稳

定，不应该有任何的上移或下压的动作。用以保证气息的通

畅，使声带正常工作。这也就保证了喉头的位置要适中，才不

会使声音太过于靠后或者是靠前而让声音听起来太闷或者是

太白。

1.3 位置———声音是由物体震动而产生的，影响到了其他的

物体或者是其他物体的空间而引起的同时震动现象我们就称

之为“共鸣”。唱高低不同的音，有高低不同的共鸣点，称为共

鸣位置。世界上很多声乐专家都一致认为正确的声音位置是

唱好声乐作品的基础，在发声和歌唱训练中对声音的位置的

共同要求是寻求高为直的声音。所谓的高位置，就是要求声乐

演唱者在所有的声区和唱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音的时候，都

要把声乐的共鸣焦点集中在头腔共鸣里。

2 阐述中国京剧演唱技巧分析

2.1 呼吸———中国人对于人的传统哲学认为，讲究精气神。

气息的来源我们认为是发自丹田，在声乐演唱技巧当中，丹田

是要做提气练习的，气绵绵不绝，行腔才能源远流长。丹田之

气不但供于演唱还有提气质提精神的作用。那么什么是丹田

音呢？丹田的位置位于脐下三指处，好的丹田运气方法是发声

的基础，这就是丹田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底气。

2.2 喉位———对于喉位京剧唱法中没有过于统一的标准，因

为行当的不同决定了喉位的深浅薄厚不一。但在同一行当里

却有严格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戏派之分。这是在二百年来京

剧发展史当中不同时期的表演艺术家对于各个行当继承和发

展而得来的。

2.3 位置———在京剧里没有位置这个词语，但是有腔。腔也

是体现京剧或者是中国戏曲里音色特点。不同的行当有不同

的行腔位置甚至是不同的戏曲种类都有自己独特的行腔位

置。这都源于对每个行当的年龄特点，对生活习惯的深切把

握，比如老生，小生，老旦，青衣。关于位置京剧里的行话叫做

立音，立音就是充分打开额窦腔、鼻窦腔、咽腔，拉开的脑后

音，听起来明亮，辉煌有穿透力，适合高音区的演唱。

3 比较

3.1 呼吸比较：西洋歌剧唱法多练习肺部膨胀状态，气息用

之不尽，取之不完，音色经久不衰，生命力持久。中国京剧虽然

也注重气息的练习，但对气息的储存和弹性方法就不显得精

确了，尤其是音色的统一。在高音区的区别主要在于，京剧多

运用假声，特别注重吐字规律，强调以字、以气带声，这符合中

国语言的咬字特点。而西洋歌剧高音演唱技巧是混声唱法，真

假声配比适度，声音结实通畅，共鸣腔体饱满圆润。因此，西洋

歌剧声音更具有向外扩张的力量，而中国京剧更具有直线的

穿透力。也正因为此中国京剧对于嗓音的先天要求就更高。可

见，各唱法在呼吸的提法不一样，但都以深吸气为动力，至于

深浅程度相对应位置要求是各不相同的。我认为，科学性呼吸

方法的提出是西洋歌剧演唱技巧为人类演唱艺术做出了巨大

贡献。

3.2 喉位比较：喉位即喉器的安放位置。京剧中老生、花脸的

唱段的音域偏高，跨度较大，所以他们的喉位较高于西洋歌剧

里的男高音。在西洋歌剧唱法里声音分为真声与假声。两种声

音需要熟练运用、熟练切换要显得自然。在京剧中也有真声与

假声之分，就是所说的大嗓与小嗓。相对于西洋歌剧唱法而

言，京剧演唱的高音区假声更多一些，低音区位置更高一些。

3.3 位置比较：位置更多指的是头腔位置，也就是共鸣。其中

的头腔共鸣在西洋歌剧和中国京剧中是有共识的，都是追求

良好的声音效果。西洋歌剧唱法对共鸣腔体有较完善的体系

阐述。20 实际 80 年代有了新的发展。总体分为：头腔共鸣和

胸腔共鸣。在演唱不同音域也偏重于某一局部共鸣。这样的演

唱可以在万人露天剧场使用无扩音。而中国京剧对共鸣腔的

行话是开三腔，即口腔、咽腔和鼻腔。其实就是美声唱法的头

腔。因此中国京剧声音更明亮清脆，但震撼力还不够。

科学的演唱技巧并不止一种。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由

于东西方人种的生理差异我们自然而然的选择了不同的演唱

技巧和音乐表达方式，但这并不能阻碍东西方人们对美的共

同追求。同时，通过融合我们近百年来也在不断的取长补短互

相借鉴，让我们更好的更准确的认识我们的嗓音还有多少未

被探知的领域。民美结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相信在此道

路上艺术引领人类不断前进。这就是我写这篇论文的价值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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