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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发声与高位念白对民族声乐演唱的理论阐释

张雪莲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学院，河南郑州450046)

摘 要：京剧艺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了各种姊妹艺术的优秀成果，与西洋美声一样璀
璨辉煌，经久不衰。但现在很多院校声乐专业学习者只注重学习西洋的发声技巧，对我们的

国粹却不感兴趣，演唱中国作品不注意民族的风格与审美，其实学习些京剧科学的发声及高

位置的念白对当下民族声乐的演唱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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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校派民族声乐学习现状

管林《中国民族声乐史》：“永新能变新声，喉啭一声，响传

九佰。”还说：“能变新声，或许是今之花腔，明皇曾独召李谟

(当时著名笛手)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然而随着

西洋发声理念的传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声乐界出现了

“土洋之争”，争论的结果是互不相融，1981至1985年享誉世

界的意大利著名歌剧艺术大师、男中音歌唱家基诺·贝基连

续四次来中国讲学，美声正式传人中国，很多为民族声乐事业

耕耘的优秀声乐教育家，积极探求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道路，

提出了美声民族化，一些致力于民族声乐研究的作曲家，也为

此写ffJ了民族声乐与西洋发声技巧相结合的声乐作品，使我

国的民族声乐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著

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把歌唱归为一句话：“打开喉咙往回

唱，所有字都一样，保持吸气状态来歌唱，喉咙开，嘴巴张。”把

科学的“}昆合声”分为三类：一是真声多的混合声，叫“真混”，

声音结实明亮，低声区很厚实，高音区高亢有力；二是假声多

的混合声，叫“假混”，声音自如轻松，圆润柔和，低音区较弱，

上下音区统一；i是真假各半的混合声，叫“一半一半混”，音

色既网润又明亮，音域宽广，金教授在中国民族的声乐理论与

西洋发声技巧的融合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培养出来的学生，

演唱声音面罩共鸣好，声音松驰明亮、亲切，声情并茂，适度的

表演更引入入胜，具有民族的语言特点、审美标准，深受人们

欢迎，形成别具一格的教学体系。金教授的教学体系，就是在

他认真研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同时吸收外来精华，兼收

并蓄，大胆创新的结果，他说：“作为一个巾国声乐工作者，有

责任去学习研究开拓总结祖国的声乐文化，同时还应当认真

地吸收外国声乐艺术的优秀经验，使之为我所用，不过学习只

能是借鉴，而不能照搬，要以我为主，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

路，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为我国人民所喜爱承认的民族声乐

学派。”他教的学生很多成为当今歌坛的歌唱家．如民族唱法

彭丽媛、宋祖英，美声唱法戴玉强等人。这些都说明金铁霖的

教学是成功的典范。

但他的教学范围毕竟是有限的，现在大学音乐院系声乐

专业多数学生在学习美声，美声唱法科学系统，但在唱中国民

族风格较强的作品时，有的人却吐字不清，民族的风格、民族

的审美更无从体现。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些

声乐学习者，在用五个元音做发声练习时，声区统一畅通．但

在唱中国作品时，由于我国的民族语言丰富、复杂，富有表现

力，就会遇到各种声母、韵母、尖团、四声等问题的答配，在这

些问题不能协调解决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练声时声区统一，咬

字的动作就不敢到位，重声不重字，形成吐字不清，并且声音

暗、闷，这完全不符合我们民族的风格、民族的审美。因此不

能完全用美声的感觉来演唱我们民族风格很强的作品，虽然

科学发声方法是共有的，但各国的语言特点是不同的，风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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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共鸣程度也是不同的。我们要根据中圜的语言特点，

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因此作为民族声乐演唱者，在学习科学

的美声发声方法的同时，要注意我们民族特色，在使世界舞台

能接受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的同时，又能更好地保留我们自

己民族的审美、民族的风格。

二、京剧科学的发声

京剧代表了戏曲的最高成就，经过一代代戏曲艺术家不

断耕耘、继承、创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发声、表演体系，

唱、念、做、打，行腔转调、发音吐字，优美自然。它的形成与发

展凝结着几代戏曲艺术家的心血，大批艺术家f『]的演唱都继

承了前辈的精华，但都有创新，独树一帜，最早的京剧以生角

为主，到以梅兰芳为主的“四大名旦”的形成，京剧艺术发展到

了顶峰。梅的嗓音明亮，玲珑圆润，刚柔相济，控制自如，高、

中、低声区都清醇甜美统一，他的唱腔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威

望，被称为世界上三大表演体系(一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

系。二是布莱希特体系，三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京剧——

戏曲表演体系)之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曾有个节目叫“京剧风

雨一百年”，其中说：“那时外国人来中国有两件事：一是去长

城，二是听梅兰芳唱戏。当时，梅兰芳在家招待外国人去他家

听他唱戏的每年就有8千多人，”可见他演唱的艺术魅力：然

而随着美声的传人，各大院校声乐专业都在学习科学的西洋

发声技巧，对我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却不屑一顾，不管演唱

什么风格的作品都使劲提着软腭，甚至演唱我们民族风格很

强的作品也不注意民族的审美i民族的吐字，更有甚者。有的

声乐学习者认为传统青衣的唱腔是假声，尖厉不好昕；老生、

老旦是真声太白；净行，也就是花脸、黑头，唱法是炸音，其实

这是一误区，传统青衣是以假声多于真声的混合音，声音柔和

圆润，灵活明亮；老生、老旦是以真声多于假声的混合声，用声

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对演唱声音划分的观点讲，传统青衣的

唱腔应是“假混”；老生、老旦的唱腔应是“真混”。老生、老旦

的演唱声音结实、嘹亮，又接近生活语言。著名声乐教育家沈

湘对京剧演唱有这样一段评论：“所谓老旦用真嗓子唱，青衣

用假嗓子唱，要正确理解这句话．其实老旦用的是以真嗓为

主、假嗓为辅的真假混合声音，其音响让人听起来是真嗓的音

色。老旦唱法要求有‘膛音’，连头声都是真假混合的。如果

完全用真嗓子，或者使用真嗓子的比例过大，结果一定是很不

好听的喊，而且喊不大，也喊不高，这样唱不了几年这个老旦

就毁了。而俗称青衣用假嗓唱，如果真的只用假嗓，则唱出的

音响是漏气的，音量是不大的；好的青衣唱法应是以假嗓为

主，以真声为辅⋯⋯好的歌唱都是两种机能良好结合的结

果。”明末清初徐大椿《乐府传声》主要论述我国传统戏曲的歌

唱方法，“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m，至侯乃噫其词，

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之响谷之妙也。”氤氲自

脐间出，也就是丹田气，抗坠之音，也即是真假声，认为有了正

确的气息支持，就可获得响遏行云的声音，这足以说明当时我

们传统的戏曲艺术不论是在演唱水平上还是在理论水平上都

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这与我们今天民族声乐的演唱也是相同，

金铁霖教授说：“呼吸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整个歌唱的发动机，

它能给你很大动力，使你的歌唱能够甜美、圆润、能高、能低，

而且喉头不累。”京剧成熟后更注重气息的运用，强调气沉丹

田贯四腔，气息畅通无阻，如京剧名生杨宝森的唱腔，气息借

鉴太极拳的用气方法，要求气沉丹田，气息连贯舒展，自然协

调，黑头的演唱充足的气息支撑，声音粗犷，雄伟浑厚，振撼人

心，如裘盛戎的演唱在唱腔上吸取了金少山、郝寿臣的长处，

豪壮有力，在此基础上又吸收了老生的嘹亮圆润，唱腔自然洪

亮，声音高上低下控制自如，形成了刚柔相济，朴实无华，韵味

独特醇厚的演唱风格。

现代京剧的唱腔更是科学优美，如“文革”时期“八个样板

戏”，样板戏的出现对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是一种残酷摧残，

那时传统戏曲、歌剧都在舞台上销声匿迹，这是历史的悲剧。

但由众多艺术家用心血浇灌的八个样板戏，也使京剧唱腔艺

术达到历史上的峰巅。由童祥苓主演的《智取威虎山》、杨春

霞主演的《杜鹃山》等，可以说每段唱腔都是精品，成为京剧界

耀眼的明珠。这些优美的唱段曾伴我渡过小学时光，现在回

过头来再认真听这些名家的唱段，觉得这些唱段仍是那样隽

永迷人，他们的唱腔都应是真假声的}昆合，唱腔明亮、完美，语

言清晰、真切，情感细腻，使人感到我们的京剧艺术是如此博

大精深，不同凡响。如王春霞唱的《家住安源》、《乱云飞》等

又不同于过去传统青衣的唱法，自然的真假声混合，既有梅派

的明亮圆润、端庄大方，又有程派的委婉迂回、细腻深长，既发

挥了苟派的流畅爽朗，又融人了尚派的峭拔高亢、脆亮矫健，

同时也吸取了中外艺术歌曲中花腔技巧，如《乱云飞》中“吼”

字，花腔唱得清脆婉转，灵活动听。上海京剧团的童祥苓在

《智取威虎山》中演唱的“迎来春色换人间”，真可谓是声震林

木，振奋人心。在高耸入云的雪山密林中，紧密的管弦乐象征

风雪交加，疾风掠过林梢，纷纷扬扬的雪雾弥漫山野，从远外

传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声如裂帛，响遏行云，豪

情激昂。整段唱腔气息充沛，高上低下，圆润畅通，充分运用

面罩共鸣，高亢嘹亮，如锤击金钟，雷震长空，把一个智勇双

全、扬鞭飞马、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表现得酣畅淋漓。

童祥苓曾先后拜师于余叔岩的著名票友张伯驹、京剧大师马

连良、周信芳。后又考入中国戏曲学校，有深厚的戏曲功底，

他的唱腔圆润明亮，又兼有各家所长，既有余叔岩的醇厚流

畅，又有马连良的洒脱明丽，且能融会贯通。他曾说：“有这么

多好的老师支持我在艺术成长道路上大胆地向前走，有朝～

日能把诸多老师传授给我的艺术融为一体，创出自己的风格

⋯⋯后来在《智取威虎山》里便博采了众家风格。”

京剧的高位置发声与念白是对我们现在民族声乐演唱理

论的很好阐释，我国的民族声乐演唱，在学习科学的西洋发声

的同时，若能借鉴些京剧的唱腔，定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实6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主任汤雪耕在声乐教

学中，就引进过京剧老生的唱法，歌唱家吴雁泽的演唱高亢嘹

亮，优美动听，与他学习了京剧老生的唱法有很大关系，他说：

“我学过京剧须生唱段《让徐州》、《借东风》，从中体会最深刻

和最受益的是为我唱高音打开了禁区。唱《借东风》马连良先

生教我用收胯、胀腹、腰里用劲。久而久之，我用上了这股‘腰

劲’，奠定了我唱高音的气息基础。又如京剧讲究的龙、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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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唱好高、低音的启示，龙音乃是穿鼻而上靠前的高音，虎

音则是放下来在胸腔的胸声低音。在使用龙、虎音的时候，就

是感觉在面部前上方有一根线，在提着声音向前方远处行

进”。还说：“联想京剧演员喊嗓子用的依依、呵呵，也是在气

息的支持下练习声区贯穿和衔接的一个好办法。我演唱青海

花儿《一湾湾流水》的真假衔接和靠前、明亮的头声就是这样

取得的。”

三、京剧的高位置读白

歌声优美动听、吐字清晰、声情并茂是每个演唱者的共同

愿望。大声朗诵歌词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音乐家奥

斯汀曾说：“完好的读字，就意味着完好的歌唱，两者相辅相

成，好的读字本身就是一项声音训练的练习，它对于帮助完善

歌声的共鸣作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方法。”。大声朗读

首先我们可以从学习京剧的念白开始，它是在气息上高位置

的大声读白，尤其是现代京剧的读白，采用的是接近生活音乐

化了的普通话，韵律性与吟诵性都很强，读起来朗朗上口：高

位置的大声读白不但是正确咬字、吐字训练的必由之路，而且

对气息的控制、共鸣腔体的运用、喉头的放松、声音的位置都

有一定的帮助。用这种方法大声反复读自，对那种声音不自

然、靠后、吐字不清是很有帮助的。传统戏曲在发展过程中，

戏曲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在咬字、吐字方面又总结了“五音”、

“四呼”。《乐府传声》中说：“欲正五音，而不在喉、舌、齿、牙、

唇处着力，则其音必不真，欲准四呼，而不习开、齐、撮、合之

势，则其呼必不清。”戏曲发展至京剧，字正腔网更是须生与名

旦们演唱巾的重要原则。如杨宝森在咬字方面继承了余叔岩

对字的考究，注意字头的喷口运用，字腹韵味，字尾的收音归

韵，使人们听起来感到他的每一个字都处理适度、得当。梅兰

芳的演唱之所以会达到前无古人的境界，与他每天大声在高

位置上，用上气息的支持念一段道白有一定的关系，梅兰芳小

时候的老师吴菱仙每天天不亮，就带他到空旷的地方喊嗓子，

然后念道白，发音不够圆润的要反复念，日积月累，不但练就

了梅兰芳高位置念白，还练了气息及好的嗓音。程砚秋曾说：

“说白对练声很有好处，把字在读自中练准确了，唱起来就比

较容易，很自然也很有力⋯⋯把‘喉、舌、齿、牙、唇’的劲，即所

谓的‘u劲’练出来，嘴上有劲了，再唱就会感到容易得多。”程

砚秋这段话很精辟，很多初学者虽知道“四呼”、“五音”，但并

没有理解其真正含义，读字唇、舌、牙、齿、喉各器官懒散无力，

造成在喉咙里咬字，喉部肌肉紧张，声音全从喉咙里挤出，缺

乏润味。冈此平时如在注意正确气息、腔体打开同时，再注意

些高位置的大声读白训练．就能熟悉各发爵部位．使发音部位

敏捷协调，唇、舌、牙、齿、喉各器官积极灵活，喉部肌肉就会自

然放松，声音也会圆润自然，字正腔网、优美动听：

歌唱家吴雁泽说：“京剧传统戏曲中千斤道自明两唱的说

法正是突_I{{了以字带声，并从中给我们提出了高位置的朗诵

和用声，为歌唱用声提供切实可行的依剧、”因此，对声乐学习

者来说，在拿到一首歌时，要首先用高位置渎白的方法反复念

歌词，做到唱念结合．在这种感觉上去歌唱，往往可以使喉头

放松，位置也高。声音自然，并可获得良好的头腔共鸣，在念白

清晰准确的情况下，也能演唱得更情真意切。我们有时也可

以具体学一下现代京剧中的精彩渎白，如现代京剧《杜鹃山》

中柯湘怒斥温其久的一段读白、《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中

李奶奶的独自、“赴宴斗鸠山”中李玉和与鸠山的对白，都是念

白的经典之作。认真听昕这些读白，反复体会读白时的语韵、

气息、声音位置，共鸣等，对演唱是很有帮助的。

声乐艺术是音乐与语言的完美结合，学习发声方法只是

为了更好地表达歌曲的内容和情感，字是语言的根本，情是语

言的灵魂。任何“正确科学发声方法”无非是实现优美歌声的

手段而已。我们的民族声乐需要多样化，如同传统戏曲一样，

需要不同的流派，不能千篇一律，京剧唱腔优美科学，京剧艺

术近年来也引起很多国外声乐教育家的注意与研究，因此在

民族声乐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了传统的音乐文

化，要大胆吸取京剧唱腔的丰富滋养，要在学习西洋科学发声

技巧的同时汲取我们优秀民族文化的丰厚的滋养，比如学些

京剧科学发声及高位置的念白，借鉴京剧念白的方法、咬字技

巧、语调的处理等解决那种吐字不清，声音暗、闷的毛病，突m

声乐演唱的民族风格，增强歌曲的表现力、感染力，更好的发

展我们的民族声乐，使我们的民族声乐跟据我国多民族的特

点，呈现出万紫千红，满同苍翠更具中国特色的繁荣景象。

(责任编辑：武翠娟)

(上接第228贞)使彩石镶嵌工艺被更多年轻人熟悉并正确认

识仙居彩石镶嵌的文化价值，自觉进行彩石镶嵌丁艺的传承

和保护。

4．在资金方面，资金短缺一直是传统T艺美术发展的一

大绊脚石，仙居彩石镶嵌也不例外，所以政府在制定保护法规

的同时，应该成立相应的文化机构，如艺术保护基金来给予资

金的资助。此外，地方政府牵头成立相关的研究中心或者组

织，通过政府、企业、协会三方面合作，建立专项基金，保证彩

石镶嵌设计的基本设施和设计人员在生活、科研等方面有一

定的保障，以鼓励彩石镶嵌工艺的健康发展。

5．在宣传交流方面，加大对彩石镶嵌的宣传与推广力度

与仙居县文化局、文物局等相结合，共同实施保护，定期举办

展览以及交流和咨询服务，才能够连续、长期对彩石镶嵌进行

保护和传播_[作，让彩石镶嵌这个本来就产生于仙居的民间

工艺重新回到民众的视野当中，让全民都来关心、了解这个民

间_T艺。同时，进一步走m仙居，在媒体上进行宣传。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仙居彩石镶嵌，是民间工艺

美术不可或缺的资源。它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价值，是仙

居民间工艺美术的活化石，它承载着传承、创新地方民间工艺

美术的重大责任，对钟情于彩石镶嵌的人来说，传承与创新这

项民间T艺美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虽然目前在人员

素质、产品品质以及市场开发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只

要找到准确的定位和发展保护的措施，并顺应时代的脉搏，仙

居彩石镶嵌这门技艺精湛的传统民间一T：艺定会一代代地传承

下去。 (责任编辑：徐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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