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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声女高音与京剧青衣同属女声，但各有自己的艺术载体，在具体的演唱上存在诸多相似与不相似之处。本

文拟对女高音与青衣两种唱法的长与不足进行对比，将重点放在两种唱法的互相借鉴上。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借鉴，使女高

音在演唱中国作品时字更正，腔更圆，使青衣在演唱上力更深，量更大，音色表现更具多样化。

关键词：女高音：青衣；美声：京剧；借鉴

早在美声唱法传入我国之初，学者们就发现中国戏曲与欧洲歌剧的演唱在借鉴上的必要性。京剧大师程砚秋在考察欧洲

戏剧时，曾指出： “欧洲演剧术为我们必须效法者便是发音术。欧洲戏剧表演者每个人的肺部都有大力膨胀着，用之不尽，

到老还不衰。中国戏曲虽也使用肺力但不曾留意到蓄养肺力和伸缩肺力的科学方法，对于音色、音度、音调、音质、音量、

音律更不会去求得了解。用嗓不依生理学的定理，每天演唱都不能保险。”。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也曾提出：“解决美声唱法

唱中国作品吐字不清的问题，特别需要向我国的戏曲音乐学习。”。

女高音属于美声唱法中的一个声部，它来源于欧洲歌剧，青衣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京剧艺术中的行当之一。两

者各有自己的艺术载体，又同属女声，在戏剧人物的表演类型上又角色相似，在具体的演唱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故我们

要想做好中国戏曲与欧洲歌剧的演唱的借鉴，可首先从此二者开始。

目前，美声女高音与京剧青衣这两种唱法越来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人也曾将此两种唱法的比较作为就读硕士期

间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但也仅停留在比较的层面。。本文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拓展，主要是谈两种唱法的借鉴，分析两

种唱法的“长”与“短”，然后取其“长”补己“短”，以此达到中西文化的“双赢”。

一、两种唱法在技术上的长处

(一)在气息的应用上，两者都提倡使用深呼吸，用气息的控制来达到声音的放松和音色的明亮嗓音的持久等演唱技艺，

但在具体的深浅和换气上有着各自的特点。

(二)在发声方面，两者都使用真假结合的混声，讲究声区的统一，追求优美的音质，用较小的嗓音力度来获得足够泛

音的发音技能，给声音增加适度的波动以丰富嗓音色彩，减轻歌唱者发声器官的负担，使声音松弛柔和。但女高音更讲究声

音的连贯，青衣更注重抑扬顿挫，两者在演唱时喉部所用力量的多少存在着差别。

(三)在共鸣方面，都强调共鸣使声音更为丰满、浑厚、结实，从而使两者在各自演唱的舞台上，不需任何扩音设备就

能获得宏大的而有穿透力的声音。但两者影响共鸣变化的因素各有不同：女高音较多地从音高方面考虑共鸣的匹配和变化。

青衣主要依据不同的元音来选择共鸣的匹配。

(四)在歌唱语言方面，两者将歌唱的语言与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一起，都要求字形清晰，使听众得到艺术的审美和享受，

但各有一套演唱语系的通用规范。

二、两种唱法所存在的不足

(一)美声女高音

美声女高音来源于欧洲歌剧，其所涉及的语言体系的发音习惯与中国的语言是不同的。我们知道，音乐是语言的升华和

美化，美声唱法女高音在唱中国歌时，由于语音上存在的差异使女高音的演唱对中国语言的表达方面存在着不足：

第一、演唱字形的不准确。美声唱法要求连贯、圆润而明亮的音色，元音之间咬字的变换不能影响音乐的流畅性。因此

女高音在演唱时，要求有纯正的元音且元音应全在咽腔里，而辅音要靠前，并且发得迅速而果断，发出后要立即退回到元音

的发声部位上来，才能保证其在声音的圆润连贯前提下的吐字清晰，这样的歌唱咬字习惯方式是符合欧洲语言的发音习惯的。

而汉字一般分为字头、字腹、字尾三部分，字尾要收音。例如： “开”(kai)这个字如果我们按照欧洲语言的发音习惯去

演唱，就会唱成“卡(ka)一一衣(i)”两字。汉语与欧洲语言中的元音发音的习惯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演唱者按照欧洲

语言元音的发音习惯去演唱汉语的语言，演口昌的字形就会不准确：例如把字腹唱得过满，以至于占掉了字尾的时值，如把

“黑”唱成“哈”，“长”唱成“查”等等。

第二，演唱时缺少声调的支持。声调是一个音节或一个字在发音时的高、低、升、降的音高变化，汉语是声调的语言，

汉语中可分为四种调类：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相同的乐句，声调不同，词义也就会相应地发生改变。而欧洲语言少有

声调，多有时位，即长短音来区别词义。所以美声女高音演唱中国歌曲时，由于缺少声调的支持，会有一些“倒字”和“音

不正”的现象产生而引起的演唱时的词义不明。

第三，演唱缺少中国语言独有的句法韵昧。中国歌曲中的语言构成在表达上具有独有的句法韵味，需要演唱者的演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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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语气上的变化将其表达出来。但由于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所以其各自语言中的句法规则、表达的语法，都存在着

极大的差异，所以美声女高音缺乏这一部分演唱的能力。

(二)京剧青衣

美声唱法发展至今，经过前人不断地探索与深入研究，给后人留下较为丰富的声乐理论知识。我国京剧演唱理论研究

虽己展开，但在演唱理论中涉及到某行当的唱法规范的论述比较少，较多的则是对某流派、某演员、某唱段的论述。所以在

青衣的演唱上，很多的技能技巧虽存在于实践中，但由于缺乏规范的总结，因而影响到其唱法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故青衣

应进一步加强对其歌唱的音响总结与创新的声乐理论建设。

此外，由于京剧为中国传统的古老剧种，当京剧青衣行当需要用歌唱来表现现代人物的激越情绪，爱憎分明的感情时，

就显示出青衣唱法抒情性有余，而力度变化能力不足的弱点了。所以，青衣的演唱在力度变化上的不足对其在表现现代京剧

已形成一定的影响。

三、两种唱法的互相借鉴

(一)美声女高音对青衣的借鉴

由上可知，美声唱法女高音在唱中国歌时，由于语音上存在的差异使女高音的演唱对中国语言的表达方面存在着不足。

而京剧青衣的演唱中则有着大量表达中国音乐和语言的方法和手段，如果对其进行借鉴，可以将上述不足得以解决：

1．对于咬字“归韵”原则的借鉴。

青衣唱法对于每个字尾的咬字都非常考究，根据字音的韵母部分进行“归韵”，在演唱中具备一定的原则。他们将中

国的汉字概括地划分为十三个韵，也称“十三辙”。他们的归韵原则是这样的

十三辙归韵原则表

辙 所包含的韵母 主要韵母 归韵

发花辙 a、 Ua、 la a

姑苏辙 U 不需要归韵，直收本音

乜斜辙 e、ie、ue n

一七辙 i、n、er 1U

梭波辙 e、 O、 UO eO 将字身唱完时的口型保持不

变，直到声音停止

怀来辙 ai和uai a )i(衣)

灰堆辙 ei和uei(ui) e1

遥条辙 ao和iao a )U(乌)

由求辙 OU和iu(iOU) O

言前辙 an、 ian、uan、nan a

)n(前鼻韵母)

人辰辙 en、in、Uen(un)、nn

江阳辙 ang、iang、uang )ng(后鼻韵母)

中东辙 eng、 ing、 ueng

(weng)、ong、iong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青衣演唱中的咬字归韵的基本原则是：十三辙中有四个辙是不需要归韵的，“发花”、“一七”、“姑

苏”、“乜斜”四辙的演唱只要直收本音即可。梭波辙的咬字归韵是在字身唱完时，口型保持不变，直到声音停止。其余八

辙，其最后归韵的韵母也只有“i”、 “u”、前鼻韵母“n”和后鼻韵母“ng”四个。美声女高音在表达中国作品时如能

借鉴此咬字原则并应用得当，将使女高音在中国语言演唱上的字形更为清晰。但借鉴时女高音必须要把握一个原则，即在演

唱时首先要尊重美声唱法的咬字规则，咬字要保持在腔体里，如欧洲语言中的前元音a、e、i，后元音0、u等都要让它统

一在深呼吸和喉器稳定的状态之下，不能因为要将这个字的字尾归韵，而把字唱得“扁”而“白”。

2．对于四声运用技巧的借鉴。

京剧青衣的演唱中，对于四声的运用有着一定的规律。

阴平字 在唱腔中遇阴平字必须高唱

阳平字 必须低出，或为低平腔，或是由低归高。有时为唱腔的音势，

会把某阳平字提高来唱。

上声 低起下降复升高，即低降升的调值

去声 由高降低，其尾向下弯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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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京剧青衣的演唱严格地按照中国语言的四声来安排歌唱的旋律，在四声的运用上有着严格的技巧与规律。

而美声女高音演唱中国歌曲时，由于缺少声调的支持，常会有出现“倒字”和“音不正”的现象而引起的演唱时的词义不明。

美声女高音在演唱中国语言按照上述的四声运用规律去演唱，将会使此问题得以改善。但女高音在借鉴时一定要在歌曲旋律

基础上的演唱四声，不能因为四声的严格声调而破坏了美声女高音表达歌曲时的特有的大连贯感。如阴平字要平直地唱出，

平稳地保持住音高，不升不降，也不拐弯；唱阳平字向上扬一些，但要圆滑；唱上声字时等要由低升到高；唱去声字时由高

到低速滑，发音短促。

3．对于句法表达上的借鉴。

青衣演唱中为增强演唱中国作品时句法的表达能力，都会非常艺术地处理好每一个气口。这些气口，除补充气息外，都

跟我国的语言表达习惯有关联，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细腻情感，或某种氛围的造势以及复杂节奏的松紧变化所设置的。在京剧

青衣的演唱中，有的气口处需要换气，而有的气口处则是停而不换。青衣的演唱讲究气息应与人物的情感内容融为整体，是

“有感情的换气”。激动时，换气会急促、强烈；闲暇、平静之时，气息平缓，而换气则深沉、缓慢。如青衣在演唱《贵妃

醉酒》杨玉环的唱段时对于换气上的要求时只有一点很小的停顿感觉，要让人感觉不出有吸气的痕迹。而因为感情、气势的

需要，青衣演唱中也经常运用时值长、速度慢的大气口来换气，而且几个大气口的间隔时间不长，如《杜鹃山》中柯湘唱“乱

云飞”一段最后的【散板】以及《文昭关》伍员唱【二黄慢板】的散唱结尾等。这样，青衣的演唱才有了中国句法表达上的

独有韵味，美声女高音在演唱中国歌曲中，借鉴这些气口表达的内涵，将增强其在作品句法表达中语气感，对于中国作品中

的独有韵味才会一一掌握。

(二)青衣对美声女高音的借鉴

纵观古今，对于美声女高音的声乐理论研究，有按照演唱中的技术要求如呼吸、起音、声区、连贯、音量、音质、声

音的灵活性、共鸣等方面的研究展开的，有按照美声女高音音色音域的不同而划分出的四种类型如轻女高音、抒情女高音、

戏剧女高音、重抒情女高音来展开研究的，也有从不同作曲家的作品的角度对她们的演唱来进行研究的，还有从嗓音的生理

形成与数据分析来展开研究的，这些分析与研究，都为女高音的演唱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可以作为京剧青衣用以加强唱法

上的声乐理论建设的重要参考。

除此之外，美声女高音“打开喉咙歌唱”的方式方法也值得青衣大力借鉴。因为声带发出的声音很小而且很单薄，要

靠共鸣把声音扩大和美化，才能成为歌唱的声音。由于京剧演唱讲究“依字行腔”，所以青衣与美声女高音虽都强调整身共

鸣，但结果并不相同，按照结果，在演唱的声音中，女高音共鸣的成分相对多，用嗓量少一些。青衣与女高音相比，共鸣量

少些，而用嗓量略多。因此，随着现代京剧的发展，当青衣在演唱音域更高、音型更复杂的现代戏唱段时，还是用这样的音

响去表达就会感觉到嗓子已经很吃力了，但力度的表现力还是不强。所以，要想提高青衣演唱力度变化的能力，笔者认为，

美声女高音常用的打开喉咙歌唱对于增加青衣的共鸣成分十分的有效。

“打开喉咙”主要是指让喉部和咽部形成一个适合于发声共鸣的通道，使气息畅通无阻地进行，使喉内的音不受任何阻

碍地自由地传送出来。歌唱时喉咙的打开能使气息自如地出入，使声音经过打开的通道而扩大、美化，从而获得自然、通畅、

圆润的声音。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曾说：“喉咙是声音发出时的必经之路，如果开得不够大而企图发出一个丰满而又圆润的

声音是不可能的”。此技能技巧是美声唱法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而总结形成的，通过实践，证明它是获得声区统一的混合共

鸣及良好的高音位置的关键。这恰好可以帮助青衣在演唱时获得更多的统一的混合共鸣，以解决她现在碰到的问题。

目前，美声女高音通常通过以下几点措施来进行打开喉咙歌唱的训练。1、“打哈欠”练习2、“吸着小舌唱”练习3、

上下颌张开练习。青衣在借鉴这些方式方法的同时，要清楚借鉴的目的，注意把握原则性，在运用的过程中不能偏离青衣的

审美特点，把握好演唱的适度感。

四、结语

综上所述，美声唱法的女高音与京剧的青衣唱法的相互借鉴对其各自唱法建设是相当有利的。美声唱法的女高音，通过

借鉴京剧青衣唱法，能使其在演唱中国作品时字更正，腔更圆，在表现中国人情感方面更具民族性。而京剧青衣演员，通过

借鉴美声女高音唱法，能使其力更深，量更大，音色表现更具多样化。这就是本文写作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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