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叔岩）派和杨（宝森）派两个京剧老生流派在京剧生

行艺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余叔岩在谭鑫培唱腔艺术上，根

据自己的条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余派艺术风格，这种

独特的风格得到了观众和社会舆论的承认和肯定，成为京剧

生行里程碑式的重要流派。杨（宝森）派的创始人杨宝森是在

余派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成的。中国古典美学十分强调“循

古人之旧章，参一己之新意”，而杨宝森的杨派既继承了余派

的艺术精华，又在余派的基础上“参一己之新意”，别出心裁，

寻求发展，成为老生的一个新的流派———杨派。

一、余派唱腔艺术

余派唱腔特点是“刚柔相济，韵味醇厚，音色甜美，豪迈

雄壮”，细腻而流畅的润腔和纯正而富于变化的音色，把各种

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余叔岩善于运用“立音”，以表现人物的愤怒、悲痛和激

烈的情绪。“立音”在高音区较为醒目、有冲力。如《捉放曹》一

戏，陈宫唱的一段〔西皮散板〕中的“陈宫啊，一见咽喉哑”一

句，“宫啊”两字在高音区的“i”音处，用的即是这种“立音”；

“一见咽喉哑”仍在高音“6”、“5”处挺立，然后，逐渐婉转下行

至低音“5”处，从而产生了十一度的旋律起伏，加大了陈宫此

时无限悲痛情绪的描写。

同时，余叔岩的嗓音很有韧性和弹性，对高、中、低音区

的旋律都能运用自如。例如《战太平》中〔二黄摇板〕中的“二

堂进”的“进”字，《搜孤救孤》中〔二黄导板〕“奉了命”的“命”

字，因此，他在润腔唱波浪音（或颤音）时完全是用底气来托

住的。这和一般人唱这类音时，单独靠口腔的动作唱出来有

明显的差别。

在《琼林宴》一戏中，为了表现范仲禹与妻儿失散后的悲

凉心境，在“我本是一穷儒太烈性”一段六句的〔二黄原版〕

中，在旋律和结构扩展的四处，用声音和表演，深刻，细腻地

体现人物悲愤的心境，把自己所掌握的演唱技巧准确、恰当、

精炼地溶入所体现的内容上。例如，其中“两分离”三个字共

十八板，唱腔旋律多在低音区进行，为了展现人物情感波澜，

在“分”字处的十一度音域扩展中，余叔岩根据剧情、人物、思

想感情的变化，对演唱进行了整体的艺术处理。

余叔岩非常讲究演唱上的韵味，他的唱念不仅字咬得真

切，声音圆润，而且他在演唱中善于美化语言，生动地表达语

言的节奏感与音乐性，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余派老

生独特的“韵味”，是余叔岩先生经过“凝神结想，神与物游”

的形象思维（即意境的美）和既冼炼又缜密，既冲淡又含蓄的

艺术手段相结合之后的结果。余叔岩创立的余派演唱艺术，

虽然已经近一个世纪了，但仍是当代老生学习的典范和楷

模，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当代人们的艺术魅力。

二、杨派唱腔艺术

杨宝森创立的杨派艺术，是京剧老生行当中颇有影响的

一个流派。杨派是在余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杨宝森的嗓音

条件与余叔岩不同，余能完成高、中、低音各种音区的旋律，

而杨宝森的高音一般，中、低音却很好。他能扬长避短，在继

承余派唱腔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应自己嗓音条件的杨派唱

腔。他的唱腔多运用中音区域，运腔圆润，舒展流畅，避免旋

律在高音区做过多的时间停留，以免产生声嘶力竭的现象。

杨宝森唱腔虽然多在中、低音区进行，但是，为了抒发人

物高亢激昂的情绪，仍然使用高音区的旋律，例如《文昭关》

中〔二黄原版〕“心中有事难合眼，翻来覆去睡不安”，高亢激

昂，悲壮沉雄，凄凉悱恻，嘴上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不经良师

传授，是无法获得其奥秘的。唱腔中的“爹”、“鸡鸣”、“五更

天”的“更天”等字，均在高音区进行，揭示了伍子胥悲愤的情

绪，已激化到无法抑制的程度。

杨宝森在“擞音”处理上技巧非常高。“擞音”是在唱剧中

字音吐准之后，行腔间产生的大小波动音。就“擞音”的性质

来说，是属于硬擞或称干擞，但他的硬擞音比一般人的优美

动听。因为他的气息弹性很强，比较典型的柔中带刚，貌似连

绵而拱来有力。因此，杨在演唱高音前，似乎上不去，但是在

实际演唱中，用气向上一拱就达到了相应的高度。杨就是使

用这种运气方法，使杨派唱腔不乏高腔旋律。《文昭关》、《李

陵碑》、《调寇》等戏中，都充分发挥杨派唱腔艺术的这一风

格，成为杨派唱腔的传世之作。

京剧很多名家在继承、借鉴余派和杨派唱腔艺术上，不

是盲目地崇拜，更不是生吞活剥地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条

件和见解来展示自己的艺术才能。著名京剧老生名家李鸣

盛、马长礼、关正明、汪正华等人的嗓音和自然条件都相当优

越，既具备了杨派的音色、浓郁的韵味和润腔技巧，同时又具

备了余派的“立音”、“亢音”、“脑后音”和“提溜音”以及其韧

性、弹性俱佳的特点。因此，在演唱中将杨派中音区的旋律移

至高音区，以较强的力度而高拔起，既洪亮，又刚劲，使逐渐

上升的语势和音势得到充分的渲染和发挥。而另一种的余派

和杨派的演员，则以模仿余、杨最像为最高境界，以模仿最像

为标准的演员也大有人在。学习、继承流派艺术，不是封闭式

的、单一式的，社会的风格习惯、艺术时尚、艺术传统和艺术

家的艺术修养、心理素质、审美情趣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将促进京剧声腔流派演唱艺术的发展和唱腔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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