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继承传统中创新 

评国家一级独唱演员李玉刚的演唱特点 

摘 要 ：国家一级独唱演员李玉刚的演唱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 ，把我 国的流行音乐与国粹相结合 ， 

创新发展了民族音乐的一种表演演唱形式 ，其艺术特点 、演唱特点以及表演特点值得我们 

学习和研究 ，并把它借鉴和创新下去 ，想必会对促进民族声乐艺术，振兴民族音乐有一定的 

启发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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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刚，一个从东北农村走出来的小伙子被万人所关注 ，舞 

台上他芳华绝代，惊为天人，舞台下他阳刚帅气，憨厚中带着含 

蓄。如今的他已从一名“草根”明星成为国家一级独唱演员，并且 

带着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走出国门在世界顶级歌剧院成功举办 

李玉刚《盛世霓裳》悉尼个人演唱会，扩大了我国民族音乐在世 

界音乐界的影响力。李玉刚的演唱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男与女角 

色，通俗唱法与戏曲唱法之中，把一种生命形态对另一种生命形 

态的探寻升华为一种艺术，也把我国的流行音乐与国粹京剧相 

结合，创新发展了民族音乐的一种表演演唱形式。本文拟就在多 

元文化的价值观基础上，从音乐演唱的角度对李玉刚的演唱、表 

演技术的特点做一些探讨和分析。 

一

、 李玉刚的用声特点 

仔细研究李玉刚的演唱两大部分，从人文学角度看他是在 

模拟男性与女性的神态动作和声音 ；从声乐专业角度看主要是 

运用了通俗唱法和戏曲唱法的发声技巧。首先 ，无论哪种唱法从 

歌唱的基本原理上看，其发声方式都是相同的。都是用呼吸器官 

呼出气流 ，促使处于闭合状态的嗓音发声器官——声带振动而 

发声。但在具体发声技术的细节方法上，通俗唱法和戏曲唱法又 

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李玉刚在演唱戏曲部分时运用的是戏曲 

唱法里小生的假声唱法。假声的声音高亢、明亮、激昂，有很强的 

穿透力和柔韧性，音质上表现为高、亮、脆 、尖 ，因而具有特殊的 

艺术魅力。李玉刚为了风格创新的需要，故意在演唱戏曲部分和 

通俗音乐部分运用了音色上的不统一。在演绎通俗音乐部分时， 

采用真声的歌唱发声技术。真声的应用通常具有音量小 、声音 

散、音色暗淡 ，没有穿透力，依靠近距离话筒来传声 ，说唱时的音 

域不宽 ，也没什么高音 ，旋律融入了欧美音乐的元素，显得时尚 

流行。 

二、呼吸方法的运用 

画 甘咏梅 

戏曲唱法与通俗唱法在用气方面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 

都不允许用上胸呼吸，都要求把气吸深些。唱戏讲究气沉丹田， 

唱歌讲究气息吸在横膈膜下面，都反对气浮上胸。在京剧里讲沉 

气的含义主要是指防止气浮而把气稳住在胸下面，在收小腹时， 

有一定的对抗力使之平衡就可以了，不要求依赖它向下用力或 

向胸及横膈膜周围使力膨胀来歌唱，否则京剧高音唱起来吃力 ， 

并且欠灵活不能适应京剧润腔的特点。此外送气量也不一样，唱 

京戏送气息的多少要随时调节，要不但有走的感觉，还要走进走 

出(即吞与吐)之分 ，并不断发生变化以便频繁的耍小腔，长腔。 

京剧演唱基本上以“吟”的呼吸方式为基础演变而来的，它讲究 

的是气与字和气与情的结合。“吟”的行腔方式所表现的那种悠 

长的声调技术，使得声音圆润，唱腔饱满，吐字清晰，发声自如舒 

展，行腔流畅、圆顺。李玉刚在演唱京剧唱腔时始终让声音的气 

流在上丹 田、中丹田与下丹 田的一条线上，音断而字不断，字断 

而气不断，使声音上下通畅，圆润，饱满和通透。而李玉刚演唱通 

俗唱腔部分时，运用了胸腹联合式呼吸——横隔膜下沉，使声音 

获得胸部支持点，主要强调中下通道的打开与通畅，并把呼吸保 

持在横膈膜周围。两种唱法均强调呼吸的重要性，注重呼吸技术 

与呼吸训练，都强调气息的腰腹部支持 ，但在具体应用方面却存 

在着如上的细小差别。 

三、共鸣的使用特点 

戏曲唱法与通俗唱法虽然需要使用整体共鸣，但在戏曲唱 

腔里由于行当、声部、音色的要求不同，所使用的共鸣也是不尽相 

同的。李玉刚所演唱的是戏曲中的旦角，模仿的是“梅派”共鸣， 

她的共鸣是丰满统一的。京剧整个行当基本要求甩掉下面胸腔 

共鸣，尤其是男声唱女声的高音 ，如果拉着下面胸腔共鸣不放， 

就会感到翻不上去高音，变换不了假声。只要用好鼻咽腔共鸣和 

头腔共鸣就会唱出京剧里所说的立音、亮音水音和脑后音。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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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在演绎戏曲唱腔时多采用头腔共鸣，和鼻咽腔共鸣，几乎不运 

用胸腔共鸣。强调口腔中软腭抬起，打开口咽腔，声音从脑后集 

中到前额(开天窗)高位置上 ，使发出的声音高亢嘹亮，甜美婉 

转。同时，这种高位置的声音焦点小，集中明亮，喉咙自然打开， 

充分打开鼻咽腔共鸣，使发出的声音明亮、靠前、甜美，行腔圆润 

自如，咬字柔切 自然。但在演唱通俗音乐部分时李玉刚多运用的 

是纯真声唱法，立刻甩掉了头腔共鸣和咽腔共鸣，拉上了胸腔共 

鸣和口腔共鸣，使声音立刻有了膛音，有了厚度 ，有了口语化的 

歌唱共鸣效果。它注重把口腔后部开的很小，让声波在硬腭处形 

成共鸣，关闭头腔共鸣和咽腔共鸣，使声音听起来宽、松、厚实， 

给人以纯朴、柔切、自然之感。同时感知是一位男性歌手在演唱， 

从而成功的在听觉上过渡了性别的转换。而由此可看出，李玉刚 

唱腔中的共鸣运用是精心根据作品中角色、性别、性格等改变 

的，灵活利用各部分的共鸣来产生想达到的艺术效果，是真正做 

到了技术为艺术服务的艺术宗旨。 

四、咬字吐字的特点 

戏曲唱法与通俗唱法都很注重字的研究 ，尽管同样重视咬 

字吐字，但方法效果却不大相同。京剧非常考究咬字吐字，其中 

最明显的方法就是切音。把字头咬得有力而清晰，延续到元音的 

时间长一点 ，音素转换时咬得紧一点慢一点 ，尾巴上归韵重一 

点 ，停留在前部分音素的时间多一些 ，这样戏的韵味就出来了。 

相反在唱歌吐字时，不但字头到字尾的全过程转换时间要快，而 

且要在一瞬间把字吐完，给人以一个完整字的感觉 ，有接近口语 

亲切感人的特点。李玉刚在演唱戏曲部分时就运用了戏曲里咬 

字吐字的切音方法。例如：《新贵妃醉洒》里的“爱恨就在一瞬间” 
一 句当中的“间”，他就把字头 ii’'吐得紧而长 ，并把母音 a在咽腔 

里挺立集中起来 ，咬得非常圆，并把声音从头顶上送出去了，最 

后把字尾 13送到了鼻腔共鸣里，并且落音较重，同时，他在咬字 

吐字的时候 ，面部的笑肌兴奋抬起，两腮运动积极 ，嘴角横开向 

上弯，使戏曲发声咬字更加甜美和明亮。当李玉刚演唱通俗说唱 

音乐部分时字头到字尾轻而快带过完成吐字，字韵根本没有在 

咽腔里立起或停留时间，也没有把尾音送到鼻腔共鸣里 ，只是经 

过下口腔共鸣，就直接把声音从口腔送出去了，显得非常口语 

化，亲切、自然流畅，这样歌唱的说唱风格感觉就体现了，就很明 

显的做到了戏与歌的区别，男声与女声的区别。 

五、润腔及其装饰音的运用 

戏曲唱法与通俗唱法在润腔和装饰音方面一个最大的不同 

是颤音。首先颤音必须是乐音，是悦耳好听的，是歌唱时表达人 

物感情风格的一种技巧手段。它与生活中由于惊恐而产生的自 

然颤抖的声音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京剧与唱歌上的颤 

音不同之前，先把这种颤抖的声音排除在外。京剧里的颤音一般 

称为“擞音”或“波浪音”。所谓的“擞”是指频率较高的波浪而言， 

它非常短暂，大都在耍小腔转折的瞬间出现，并不持续，而是断 

连相接的，他是京剧风格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在京剧润 

腔中对音程的进行与歌唱中的润腔有很大的不同。京剧行腔中 

在音程之间进行时，大部分以圆滑渐进为主，也就是说没有明显 

的棱角(除特殊处理外)，像滑动的变阻器，过渡是及其微小而均 

匀的，这也是为什么京剧吊嗓或唱歌用拉弦乐器更为合适的原 

因。现代歌手李玉刚演唱的戏曲部分就明显感觉到唱腔中有很 

多大滑、小滑、明滑和暗滑的润腔特点。例如从《新贵妃醉酒》的 

曲谱可以看出有很多的音程间过渡用了连线表示滑到另一个音 

上，如“何时恋”三个字的音程过渡，“i”到⋯6’，“5”到“J”都要逐渐 

圆滑的升降下去，把两个音符混合。至于唱完“何时”要接唱“恋” 

时，决不能一下子直接出现极准确的⋯6’音，而要从前一个“i”音 

上慢慢滑下来，观看这种处理在以上曲谱中俯拾皆是，这就是戏 

味体现的关键润腔手段。但而当李玉刚唱到通俗歌曲部分时，行 

腔过程中很少有滑音和颤音，音程间进行时也有点阶梯式的感 

觉 ，有明显的棱角，不再缠绵不断，显得干脆利落，长延音时有持 

续的快颤音，像自然说话一般。 

六、肢体动作上的表演特征 

在表演动作、表情方面戏曲表演与通俗表演也有着截然不 

同的表现方式。李玉刚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细致与到位。他在演 

绎戏曲部分时的表情与动作“可谓是比女人还要女人”，真是令 

人叫绝!尤其是他的一双媚眼，充满着娇柔但又不做作，把戏曲 

里常用表达各种情感含蓄的表达方式都通过一双眼展现给观 

众。他的手法、身法、台步以及水袖都表现的柔美、细腻、准确到 

位，令观众不得不相信眼前就是一位美女在演绎戏曲；但当他演 

绎通俗部分时，他又能立刻把情绪、表情、动作收起来，充分去表 

现一位真实、自然的男性的自我，台风动作自然干练、刚劲豪放， 

充满着男性魅力。舞台上肢体语言的表现是整个表现效果的非 

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把握的准确才能最终获得观众的共鸣与认 

可 。 

在当今音乐全球化的热潮下，在不同时代、不同音乐种类以 

及音乐文化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情趣下，研究京剧唱法与通俗唱 

法的发声、呼吸、共鸣、咬字吐字、润腔与表演等等的技术与歌唱 

效果的差异，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即现代流行音乐的 

重要表演形式和传统音乐的重要表演形式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表 

演，这不但传承了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同时也创新发展了 

充实了现代音乐，使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走出国门融人到世界 

音乐中去，使我国的音乐更好地为世界人们所接受和喜爱，在世 

界的舞台上闪烁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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