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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声腔和声乐艺术之融合
——浅谈戏曲声乐课程对戏曲唱腔的指导意义

刘 琳 王文清

艺术是相通的，艺术之间会相互融合、相互吸

引，恰如其分的融合会不断的成就彼此。因此很多

艺术家都会去学习相关的姊妹艺术，从中获取精华

为自身的艺术之路增砖添瓦。像京剧大师梅兰芳先

生早年就学习过昆曲，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老师做了

13年的花鼓戏演员，歌唱家吕薇曾经是越剧团演

员。而声乐作为具有成熟发声体系的歌唱艺术，也

逐渐被戏曲演员所喜爱。演员们借鉴西洋的发声方

法为传统唱腔所用，从中吸取其精华不断提高自身

的演唱技巧，推动戏曲的进步与发展。

戏曲艺术和声乐艺术看似一中一外毫不相干．

但是他们的艺术形式和学习方式却是极其相似的。

戏曲声乐理论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中国戏曲

声乐研究的奠基人卢文勤先生，曾经著有《京剧声乐

研究》、《戏曲声乐教学谈》等著作，为我辈的学习与

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作为培养戏曲演员的教学单位．我们也设立了

戏曲声乐这门课程。我有幸在这个领域接触到不同

的戏曲剧种、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唱腔，深感传统艺

术之博大精深。为了能够更好的融人工作，声乐老

师们不断的学习戏曲唱段，边工作边学习．教与学的

过程中我们发现既不能全盘西化更不能固步自封、

保守排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学习的最佳方案。

在前辈的指引下我们在戏曲声乐课堂上进行了

大胆的实践——将声乐艺术与戏曲唱腔相融合。教

学中我们在保留戏曲唱腔韵味的前提下，让学生懂

得科学发声原理、了解自身发声器官的整体构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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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唱腔中融入科学的发声方法。

一、戏曲声乐在戏曲唱腔教学中起到“扬长、补

短”的作用

(一)用科学发声法发扬戏曲唱腔授课的优势

1．科学的喊嗓

戏曲演员的练声传统上我们称为“喊嗓”，它对

于戏曲唱腔的演唱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演唱者在

正式演出之前，用喊嗓的方式把演唱状态调整到最

佳，为正式的演唱打好基础。戏曲声乐课中也会用

“喊嗓”的方式让学员找到“头声”。但是这一过程必

须是在“科学”的状态下进行，否则会适得其反，不但

不能起到“开声”的作用还会使喉部肌肉过度紧张。

例如，青衣中螺旋上升的“vi”音。这个音的练习

必须要在身体上下通畅的状态下发出。它会让学员

瞬间找到头声与小腹之间的微妙联系——也就是声

乐发声理论中常说的“通道”。在“通道”畅通的基础

上我们去演唱各种作品都会得心应手。

2．利用科学发声理论“口传心授”

“口传心授”是戏曲授课的特点，也是表演类艺

术授课的共同特点。唱腔表演艺术，是视觉与听觉同

时传递的艺术形式，因此在教授的过程中传授者与

被传授者必须是心灵相通的．学习者会模仿老师的

表情、呼吸、演唱旋律等等。在模仿的过程中教师演

唱的“科学”性也会被学生自然的学习过去。因此教

师的示范必须是“科学”的、准确的。如果由于学生自

身的理解能力和技术等原因使学习进入了误区．教

师就必须用科学的发声理论去引导学生走出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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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理论基础好的学生，学习效率会大大提升。

(二)用戏曲声乐理论弥补戏曲唱腔授课的不足

戏曲声乐理论，是前辈们在教学中以戏曲发声

为基础，借鉴西洋和民族声乐的发声理论总结出来

的。它将声乐艺术的演唱理论与经验融人到戏曲唱

腔艺术中，既保证了发声的“科学”性又保证了戏曲

唱腔的“传承”性，是现代戏曲教学的必要手段之一。

1．理论研究是技能学习的基础。

任何一门科学的学习与研究都是以理论依据为

基础的，它是与实践相对应的，它是某一领域的知识

框架，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戏曲声乐艺术的研

究与学习也不例外。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技能学习，

会使人通透、明了、如沐春风，即使遇到学习的瓶颈．

由于有正确的理论依据作指导．也会在较短的时间

内解决问题。

例如：有个学生上课前告诉我：“老师，我昨天唱

的太多了，今天嗓子不太舒服。”但实际上，经过观

察及练声阶段的反复推敲与试探性演唱．我发现该

生的声带没有病态，只是由于前日演唱的方法不是

很科学，导致轻微急性咽炎发作罢了．情况并不严

重，完全可以胜任一般的演唱任务。因此，我以戏曲

声乐理论为依据．用“科学的演唱方法”对该生进行

了唱腔指导。一个唱段结束后学生感觉喉部清爽了．

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挤”“卡”的现象没有了．调门

也上去了，他本人觉得好神奇!因此说，正确的理论

依据永远都是实践学习的“引路人”。

2．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的学习可以有效的提高技

能。

理论知识掌握的深浅直接关系到学习效率。在

唱腔的学习中懂得科学的发声原理，可以直接有效

的提高演唱能力。长期解决不了的戏曲唱腔问题，

通常在掌握了正确的发声理论之后就会迎刃而解，

加之课后学生的勤奋、巩固，学习就会事半功倍。

例如：有个老旦学生演唱《遇皇后》唱段。演唱

的过程中每到小字二组的e音时就“破音”。演唱者

自身是苦恼不堪。经过观察我发现，其实她是遇到

了声乐理论中常说的“换声点”的问题。以科学的理

论为依据，利用声乐艺术教学中的练声曲进行“上

行”发声训练，同时用形象化的语言消除了学生演唱

戏剧综论

时的紧张感，瞬间解决了问题。不但破音的问题得以

解决，在练声的时候我还发现她高音可以到小字二

组的a、降b甚至更高，这样的例子在教学中经常会

遇到。科学的发声方法总会带来立竿见影、意想不到

的效果。当学生发现自己可以唱到以前达不到的音

高时，往往十分吃惊。这说明只要掌握了科学的发声

理论、演唱方法得当，对提高歌者的自信心和唱腔技

能都十分有利。

二、戏曲声乐利用声乐艺术和戏曲声腔的共性

使之相互融合

之所以我们可以将声乐艺术和戏曲唱腔艺术两

种发声体系合二为一的来研究．主要是因为二者在

理论和实际的演唱中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点。

(一)统一的演唱通道

无论哪种演唱形式，演唱通道都必须是通畅的、

放松的、自然的。声乐艺术和戏曲艺术虽然在演唱风

格、韵味、咬字上有差别，但是在演唱通道通畅性上

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

1．都要求保持打开状态，胸腹式联合呼吸。

“胸腹式联合呼吸”已经被证实是最佳的歌唱呼

吸法，要求演唱者鼻腔、胸腔、腹腔同时打开并保持。

同时放松喉头解放声带及周边肌肉的负担，达到歌

唱的理想状态。

2．都要求音色的统一

声音统一是评判演唱者演唱水平的重要标准。

无论男声女声、真声假声、美声民族、京剧吕剧等任

何剧种，如非特殊需要，通常情况下同一部作品的演

唱声音都会被要求“统一”。所谓声音统一，就是歌唱

者的声线在整部作品中利用科学的发声方法保持同

一种音色。

(二)灵活运用气息

声乐艺术和戏曲唱腔的气息运用方面是完全一

样的。声乐演唱有抒情的、戏剧的，戏曲演唱有慢板、

导板等，在气息的运用上都是力求灵活、不僵持、小

腹能够揉起来。使声音呈抛物线状传递出去。

(三)真挚情感的输出

用真挚的情感去演绎作品是演唱者必备的能力

之一。声乐和戏曲艺术的情感表达都必须是真情实

意的，掺不得任何做作的成分。在引导学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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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于作品的情感诠释都是用现实的生活经验，引

导学生动情的去演绎作品，提升作品的理解高度。

综上所述．在戏曲和声乐的综合教学中相通的

理念很多。戏曲声乐艺术的传道者恰恰利用这些相

通的原理，融合了声乐艺术和戏曲唱腔艺术双方的

教学特点使二者相互融合、互为相长。戏曲声乐用

科学的发声方法引导学生，在加深歌唱的通道理念、

保持音色统一、提高技术能力的同时关注演唱情感，

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用心去演唱，唱出自身的音色、唱

出自身的特点、唱出艺术，把戏曲艺术继续继承发扬

下去。

三、戏曲声乐利用声乐艺术的练声方法提升戏

曲唱腔的技巧

(一)用半音阶式的练声方法拓展戏曲唱腔的

音域

声乐艺术中半音阶式的发声练习和戏曲的“喊

嗓”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练声是声乐演员非常重要

的基本功训练。通常用“Aa e vi ao wu”等元音进行

半音阶式的上行和下行的训练，在练声中逐渐统一

音色，解决歌唱中的问题。喊嗓是戏曲演员的练声

方法，通过喊嗓锻炼发声部位，通常用“yi、a、wu”等

元音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进行，进而过渡到最佳的

演唱状态。

二者的训练方式不同，但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

一样的．不同的是声乐演员一般都会用钢琴协助练

声，可以明确知道自己演唱的音高并有针对性的进

行训练，有效的拓展音域。但是戏曲演员喊嗓时不

是每次都有条件用京胡去吊嗓的．学员大部分时间

都是凭感觉用很少的几个调门在喊。所以戏曲声乐

课的老师们通常利用钢琴的固定音高，借鉴声乐艺

术半音阶式的练声方法来帮助戏曲演员“喊嗓”，调

门按照半音阶的规律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进行。这

样的练习对于拓展戏曲演员的音域、统一音色都十

分奏效。

(二)用“跳音”训练头腔共鸣

声乐艺术发声练习中的“跳音”练习，有利于头

腔共鸣的训练。把这个练习用于戏曲唱腔教学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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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有效。跳音也称顿音是将气息探至丹田，而后通过

小腹、后背等肌肉短暂的支撑力迸发出来的音。这个

训练多用于气息浅、头声共鸣不足的学员，这种短暂

的支撑力，可以使学员瞬间体会到“丹田发力”和“声

音的反作用力”。在戏曲声乐的教学中这种发声练习

是常用的练习之一。

(三)朗读和念白直接的联系

声乐作品的歌词大都是一首优美的诗歌或一个

小小的故事。戏曲唱腔作品通常叙事性很强。朗读

是歌唱演员的基本功之一，想要唱好作品首先要

“读”好作品．在读的过程中理解作品、演绎作品。戏

曲演员的基本功“唱念做打”中“念”排行第二，俗话

说“千斤话白四两唱”可见念白的重要性也非同一

般。朗读和念白的练习看似简单其实不然，诵读时

必须保持“打开”状态．气沉丹田，用腰腹之力将声音

通过头腔反射出来，送至远方。

当学生的念白声音过紧．可以先通过朗读放松

喉头．找到歌唱的打开状态后顺势调整发声位置进

入到念白状态中。正确念白之后的演唱声音会更加

顺畅、饱满。反之，如果学生朗诵的爆发力不够集中，

也可以用念白的方式来调整诵读的状态。达到集中

声音的目的。

结语

戏曲声乐课中我们还有很多训练戏曲唱腔的办

法和手段，在引导戏曲学生时，既要让学生掌握科学

的原理又不能失去戏曲的韵味：既要让学生学会放

松还得让学生学会相对紧张；既要让学生学会打开

还要让学生学会不露声色的打开。

掌握戏曲声乐理论不但对戏曲唱腔课有指导意

义，对声乐课的学习也有提高，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了。任何一种歌唱艺术都它的特点，在演唱时我们都

要遵循它的演唱特点和规律。戏曲声乐将科学的发

声理论作用于戏曲唱腔艺术中．在传承的基础上不

断的促进戏曲唱腔的进步与发展。

(作者单位：刘琳，山东艺术学院；王文清，山东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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