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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与民族声乐艺术之融合
■文/张蕾

【摘要】伴随时代的前进，京剧的发展向综
合化方向进展。在当今音乐的发展趋势特点就
是：多元化、丰富多彩、民族特色、风格独特、
唱法匠心别出等。在世界音乐的声乐开始与中
国声乐相互联系的同时，我们应该总结国内外
音乐美声唱法的相关经验唱法，以及发展我国
京剧与名族声乐艺术的风格，研究京剧与民族
声乐发生的本质上的区分与联系。推动京剧与
民族声乐艺术，这需要借鉴京剧与民族声乐之
间的联系，重点分析它们之间的“发声、咬字、
气息、润腔、发声等内容。相信本文通过对“张
派青衣与民族女高音”的异同对比分析，将更
好的重新认识京剧与声乐之间的艺术融合美。

【关键词】我国；民族声乐；京剧；融合；
界定；现实意义

引言
针对我国戏曲艺术的表演分析，它主要是跟文学、表

演、艺术、动作、节奏等结合在一起的，也是一种综合体
艺术表演，在我国主要结合了中国传统艺术演唱形式，主
要的发展历史悠久。古代主要以乐舞、百戏、徘优、戏曲、
声乐等主要演唱形式，这些给音乐表演艺术增添了不少艺
术色彩。在戏剧中，主要对要求对语言非常严格，主要在
于它的节奏、音韵、表情语调等特点。在语调方面需要注
重“准确、优美、生动”等特征。本文主要是通过民族声
乐演唱的经验分析，经过对张派唱调对比学习、分析、应用，
使得京剧与民族声乐更加的融合在一起。

一、民族声乐相关理论与界定
（一）民族声乐理论认识

按照时间理念方面，民族声乐已经发展历史悠久，因
此，很多专家学者对不同时期的民族声乐进行界定的定义
不同。很多图书、网络解释、辞海、百科全书等对民族声
乐的定义目前还不完善，同时也在很多称谓上在名称方面，
例如，民族歌唱法、当代民族唱法、现代民族唱法、民族
异地唱法、民族唱法等。这些名词的提出，也涌现出了很
多专家学者对民族唱法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当今的民族
声乐艺术，主要还是来自于从古至今的一种综合的民族声
乐的结合体，也源自于传统的戏曲唱法，它存在着曲艺艺
术特色的民族唱法，主要的精华在于对美声合理唱法训练
技巧。例如，美声合唱的呼吸、它的声音穿透性、它的位
置等组成的一种混合唱法声特点。

（二） 民族声乐的界定

民族声乐从侠义角度来看，民族声乐的主要内容在于
曲艺、民族歌曲、民族舞蹈、戏曲歌曲等传统唱法中提炼
以及与发扬出来的，并且结合国外美声唱法的特点进行组
合演唱，它跟其余的传统民族唱法相对比，例如川昌法相
比较，这种民族声乐的特点更具民族鲜明性、合理性、现
实性、艺术性，以及更加具备魅力的声乐唱法特点。在当今，
我国培养的音乐人才，都基本上所采取的此处解释的侠义
民族声乐。

二、对比分析：民族唱法女高音和张派青衣案例

借鉴
由于要对京剧与民族声乐艺术做出鲜明的分析，将融

合民族唱法女高音和张派青衣案例进行详细研究，如下将
从三个方面进行 ：歌唱的呼吸原理 ；张派青衣的呼吸 ；共
性中的个性。具体分析艺术融合性方面如下 ：

（一）歌唱的呼吸原理

按照歌唱的节奏分析，不能够全部依靠胸腔进行呼吸
运动，应该按照规律：胸部是来做呼吸动作的，在这过程中，
更需要动作自然。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 ：生活中的
呼吸异同于此方面的呼吸训练，在此的唱法需要比生活中
的唱法要深度些，要时间久些。根据唱法的综合观察发现：
歌唱的呼吸需要具备调动腹肌、腰肌、臀部肌肉让横隔膜
积极地参与到呼吸运动中来，随时对吸进的气息加以控制，
因此歌唱的呼吸属于有意识、有目的、带有技巧性的呼吸。
这过程，肯定比较生活中的唱法更科学化、专业化等特点，
这就是所谓的唱法的艺术魅力所在。在唱曲的过程中，需
要呼吸器官参与，这样就产生了歌唱的艺术特色。民族女
高音的唱法的特点就是胸式呼吸方法，主要的内容针对喉
咙歌唱的情况下，支持呼吸的深度，也就是说的是在歌唱
中注意呼吸气的保持。

（二）张派青衣的呼吸

在很多评论家都说张派的唱法的难度很大，特别是枪
度上的难度、技术与手段也别具特色与具备一定的高度性，
例如蔡英莲评论张派的呼吸唱法技能就是这样的，她在他
的《学京剧·张派青衣》里就评论到张派的呼吸唱法更具
呼吸的难度性，也更注重呼吸唱法的方法。单一的用胸部
呼吸发声，嗓音薄而发飘，只用腹腔局部，嗓音暗淡无光，
失去水音，所以我提倡胸、腹联合呼吸。

（三）共性中的个性

基于京剧的一般训练唱法，一般就是以深呼吸作为训
练方法的。他们都之间存在着个性问题。个性方面主要体
现在声音、腔调、动作等要求合理规范。例如在民族唱法
女高音方面，需要有呼吸更加深一点，要求具备稳定的气
息，还在同时，需要饱满的声音，以及声音需要更具圆润
响亮些。京剧的中装饰音在演唱中很多，以及小转弯的也
很多，这样就产生了复杂的腔体，在这过程中，就需要川
多变式的呼吸，正所谓“气随腔动”。

三、张派青衣的发声艺术
张派青衣在发声上还借鉴了很多民族女高音训练声音

的方法 ：
（一）用鼻腔哼鸣找高位置

张派的鼻腔唱法就像这样的过程 ：采取鲜花闻的感
受，同时，闭上嘴 ；深呼吸的感觉（采用鼻），喉咙需要做
出放松的感觉，鼻根需要往里深呼吸的动作，需要在鼻子
上两个小洞打开，这样就感觉鼻涕流淌出来一样，雾时觉
得气入鼻腔达到“眉心”高位。

（二）用咀嚼哼鸣体会大牙咬住的感觉

咀嚼哼鸣的特点就是用力、深呼吸等。打个形象的比
方，那就是需要张开口轮匝肌，去啃苹果，用咀嚼肌寻找
槽牙咀嚼食物并用把食物碾碎的感觉去哼、去唱爬音，目
的是把槽牙的环关节张开去哼鸣……打开环关节增强槽牙

的张力与碾力作用，既要张得开还要咬得住。
（三）放松下巴，加强“硬口盖”的力度

演唱中气息的支撑点找到后，下巴是随上牙而动，硬
口盖像啃大苹果一样带着啃劲去唱、用唇峰带动双唇去咬
字，下巴就自然放松了。

（四）通过颈部的转动转移“喉头”压力

张派青衣发声需要达到共鸣，共鸣主要体现在 ：歌唱
的共鸣运用与张派青衣的共鸣。需要注重共鸣的侧重点，
随机变化、把握尺度等要求。在训练中，需要注意以下训
练方法 ：咬字吐字 ；字头、字腹、字尾。对张派青衣的装
饰型、力度型、节奏型等各种润腔技法的借鉴与学习，是
形成民族声乐在装饰音、气息、力度、速度、旋律连断等
方面润腔技法的依据。主要注意到两个方面：气口、力度、
速度 ；力度、速度。

四、京剧与民族声乐相互 .融合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的传统声乐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也

应当吸收借鉴科学的发声方法，更加美化和丰富自己的表
演艺术，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更加长久的发展下去。

（一）继承与借鉴

1、继承民族声乐艺术的优秀传统

我国是一个音乐历史悠久的大国，音乐发展复杂、多
元化、形式多样。民族声乐与京剧显然是我国的精神财富
以及文化财富。我国，很早就利用了声乐的艺术技巧的，
例如竹丝吹的技巧，能够产生独特的声乐感。声乐在我国
音乐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咬字、换声、共鸣等还是
民族声乐演唱中技术解决的关键。

2、两者融合在各自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京剧特别主要是声乐感，京剧也具备民族特色的一个
传统声乐组成部分，在我国发展京剧的声乐教学也是更加
需要注重的。京剧特别注重小嗓子唱法。在其中，对于假
声唱法，那就是大本嗓子歌唱，就需要采取青衣唱法找到
唱假声的感觉。无论是正声还是假声，都需要采取灵活的
技巧问题处理。京剧与民族声乐的融合需要注重他们技巧
上的动作融合，例如，在京剧中，需要小生唱腔，一般是
采用的大小嗓兼并，特点就是超自然、无痕迹。用七个字“小
生这厢有礼了”，可以概括出声区的特点，基于真假声融合
不好的问题上，需要用这句道白来训练。

我国，发展曲艺事业主要是发展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
相结合，则发展京剧与民族声乐融合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的环节。以前声乐艺术的教学模式就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
当然京剧也是不在此外。京剧的表演最初还是要采取实践，
理论的知识显得尤为薄弱。第二、我国古代的声乐发展很
复杂，也很系统，主要在于都“咬字、气息、润腔”等方
面的融合，针对于发声方面的练习，需要采取器官上的训
练技巧很少。在现代声乐经过传统的声乐的演变与发展过
程，加之借鉴西方国家美声的唱法科学的融合发声，加之
融合我国传统声乐的内容，京剧与民族声乐艺术融合的更
加完善、规范、科学。因此，京剧与民族声乐的融合在教
学中，需要利用它们之间的艺术特点结合，这样就能够很
好的发展它们本质上的理论与实践之点。

（二）借鉴带来的发展意义

在我国，声乐的发展主要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音
乐艺术的融合，加之它们各自发展的特点互相带动作用。
音乐艺术的结合就是我国文艺事业的综合发展方向，曲艺
事业的发展也可以带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向前发
展，也可以分析出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曲艺事业的

号召，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不断改革变化，也是提倡严肃
高雅艺术，为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指明了方向、增加了
无数个动力。我国进入到了崭新的音乐发展时期，给我国
发展曲艺事业带来了改革与发展机遇，以及挑战。无论是
过去还是现在，经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音乐艺术融
合方面，这也需要借助我们熟悉的原始民族素材，利用现
代的思维方式以及作曲技巧方法，对大型声乐进行新的构
成，这也是京剧与民族声乐融合作品的需要思路。民族声
乐得需发展，需要发扬优秀的民族声乐艺术，融合其他曲
艺事业发展，鼓励本土民族声乐发展，注重它们的风格与
色彩气质，借鉴外来音乐相关经验对我国民族声乐发展带
来较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在发展我国民族声乐的时候，
需要融合民族声乐的特色，要求具备浓郁的民族风格、特
色与气质。

结语
京剧的特点就是理论知识很少，实践性很多 ；而民族

声乐的不一样，理论与实践都要求更多，它们之间的相互
融合，这样才能够使得它们的艺术发展的更佳。京剧的优
点很多，声乐演唱需要借助它的“手、眼、身、步、法、
唱腔等”方面对声乐的传承与发展带来较为深远的作用，
还需要借助国外相关音乐经验，例如，美声演唱唱法的借
鉴，这些都发展民族声乐与京剧融合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
意义，这不仅仅是科学性、专业性，还具有划时代意义。

发展民族声乐与京剧两者，是更具现实意义与实际的
应用价值内涵。中国传统京剧的演唱与民族声乐的演唱虽
有差异，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民族声乐继承传统京剧
中优秀的唱法，吸取京剧发声技术精华，将二者合理结合 ,
使民族声乐艺术不断向前发展。京剧的发展，需要其他的
艺术相结合，这对民族声乐艺术的融合与发展将带来音乐
方面实质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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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项目编号SZ20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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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很多专家学者对不同时期的民族声乐进行界定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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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唱法、民族唱法等。这些名词的提出，也涌现出了很
多专家学者对民族唱法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当今的民族
声乐艺术，主要还是来自于从古至今的一种综合的民族声
乐的结合体，也源自于传统的戏曲唱法，它存在着曲艺艺
术特色的民族唱法，主要的精华在于对美声合理唱法训练
技巧。例如，美声合唱的呼吸、它的声音穿透性、它的位
置等组成的一种混合唱法声特点。

（二） 民族声乐的界定

民族声乐从侠义角度来看，民族声乐的主要内容在于
曲艺、民族歌曲、民族舞蹈、戏曲歌曲等传统唱法中提炼
以及与发扬出来的，并且结合国外美声唱法的特点进行组
合演唱，它跟其余的传统民族唱法相对比，例如川昌法相
比较，这种民族声乐的特点更具民族鲜明性、合理性、现
实性、艺术性，以及更加具备魅力的声乐唱法特点。在当今，
我国培养的音乐人才，都基本上所采取的此处解释的侠义
民族声乐。

二、对比分析：民族唱法女高音和张派青衣案例

借鉴
由于要对京剧与民族声乐艺术做出鲜明的分析，将融

合民族唱法女高音和张派青衣案例进行详细研究，如下将
从三个方面进行 ：歌唱的呼吸原理 ；张派青衣的呼吸 ；共
性中的个性。具体分析艺术融合性方面如下 ：

（一）歌唱的呼吸原理

按照歌唱的节奏分析，不能够全部依靠胸腔进行呼吸
运动，应该按照规律：胸部是来做呼吸动作的，在这过程中，
更需要动作自然。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 ：生活中的
呼吸异同于此方面的呼吸训练，在此的唱法需要比生活中
的唱法要深度些，要时间久些。根据唱法的综合观察发现：
歌唱的呼吸需要具备调动腹肌、腰肌、臀部肌肉让横隔膜
积极地参与到呼吸运动中来，随时对吸进的气息加以控制，
因此歌唱的呼吸属于有意识、有目的、带有技巧性的呼吸。
这过程，肯定比较生活中的唱法更科学化、专业化等特点，
这就是所谓的唱法的艺术魅力所在。在唱曲的过程中，需
要呼吸器官参与，这样就产生了歌唱的艺术特色。民族女
高音的唱法的特点就是胸式呼吸方法，主要的内容针对喉
咙歌唱的情况下，支持呼吸的深度，也就是说的是在歌唱
中注意呼吸气的保持。

（二）张派青衣的呼吸

在很多评论家都说张派的唱法的难度很大，特别是枪
度上的难度、技术与手段也别具特色与具备一定的高度性，
例如蔡英莲评论张派的呼吸唱法技能就是这样的，她在他
的《学京剧·张派青衣》里就评论到张派的呼吸唱法更具
呼吸的难度性，也更注重呼吸唱法的方法。单一的用胸部
呼吸发声，嗓音薄而发飘，只用腹腔局部，嗓音暗淡无光，
失去水音，所以我提倡胸、腹联合呼吸。

（三）共性中的个性

基于京剧的一般训练唱法，一般就是以深呼吸作为训
练方法的。他们都之间存在着个性问题。个性方面主要体
现在声音、腔调、动作等要求合理规范。例如在民族唱法
女高音方面，需要有呼吸更加深一点，要求具备稳定的气
息，还在同时，需要饱满的声音，以及声音需要更具圆润
响亮些。京剧的中装饰音在演唱中很多，以及小转弯的也
很多，这样就产生了复杂的腔体，在这过程中，就需要川
多变式的呼吸，正所谓“气随腔动”。

三、张派青衣的发声艺术
张派青衣在发声上还借鉴了很多民族女高音训练声音

的方法 ：
（一）用鼻腔哼鸣找高位置

张派的鼻腔唱法就像这样的过程 ：采取鲜花闻的感
受，同时，闭上嘴 ；深呼吸的感觉（采用鼻），喉咙需要做
出放松的感觉，鼻根需要往里深呼吸的动作，需要在鼻子
上两个小洞打开，这样就感觉鼻涕流淌出来一样，雾时觉
得气入鼻腔达到“眉心”高位。

（二）用咀嚼哼鸣体会大牙咬住的感觉

咀嚼哼鸣的特点就是用力、深呼吸等。打个形象的比
方，那就是需要张开口轮匝肌，去啃苹果，用咀嚼肌寻找
槽牙咀嚼食物并用把食物碾碎的感觉去哼、去唱爬音，目
的是把槽牙的环关节张开去哼鸣……打开环关节增强槽牙

的张力与碾力作用，既要张得开还要咬得住。
（三）放松下巴，加强“硬口盖”的力度

演唱中气息的支撑点找到后，下巴是随上牙而动，硬
口盖像啃大苹果一样带着啃劲去唱、用唇峰带动双唇去咬
字，下巴就自然放松了。

（四）通过颈部的转动转移“喉头”压力

张派青衣发声需要达到共鸣，共鸣主要体现在 ：歌唱
的共鸣运用与张派青衣的共鸣。需要注重共鸣的侧重点，
随机变化、把握尺度等要求。在训练中，需要注意以下训
练方法 ：咬字吐字 ；字头、字腹、字尾。对张派青衣的装
饰型、力度型、节奏型等各种润腔技法的借鉴与学习，是
形成民族声乐在装饰音、气息、力度、速度、旋律连断等
方面润腔技法的依据。主要注意到两个方面：气口、力度、
速度 ；力度、速度。

四、京剧与民族声乐相互 .融合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的传统声乐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也

应当吸收借鉴科学的发声方法，更加美化和丰富自己的表
演艺术，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更加长久的发展下去。

（一）继承与借鉴

1、继承民族声乐艺术的优秀传统

我国是一个音乐历史悠久的大国，音乐发展复杂、多
元化、形式多样。民族声乐与京剧显然是我国的精神财富
以及文化财富。我国，很早就利用了声乐的艺术技巧的，
例如竹丝吹的技巧，能够产生独特的声乐感。声乐在我国
音乐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咬字、换声、共鸣等还是
民族声乐演唱中技术解决的关键。

2、两者融合在各自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京剧特别主要是声乐感，京剧也具备民族特色的一个
传统声乐组成部分，在我国发展京剧的声乐教学也是更加
需要注重的。京剧特别注重小嗓子唱法。在其中，对于假
声唱法，那就是大本嗓子歌唱，就需要采取青衣唱法找到
唱假声的感觉。无论是正声还是假声，都需要采取灵活的
技巧问题处理。京剧与民族声乐的融合需要注重他们技巧
上的动作融合，例如，在京剧中，需要小生唱腔，一般是
采用的大小嗓兼并，特点就是超自然、无痕迹。用七个字“小
生这厢有礼了”，可以概括出声区的特点，基于真假声融合
不好的问题上，需要用这句道白来训练。

我国，发展曲艺事业主要是发展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
相结合，则发展京剧与民族声乐融合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的环节。以前声乐艺术的教学模式就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
当然京剧也是不在此外。京剧的表演最初还是要采取实践，
理论的知识显得尤为薄弱。第二、我国古代的声乐发展很
复杂，也很系统，主要在于都“咬字、气息、润腔”等方
面的融合，针对于发声方面的练习，需要采取器官上的训
练技巧很少。在现代声乐经过传统的声乐的演变与发展过
程，加之借鉴西方国家美声的唱法科学的融合发声，加之
融合我国传统声乐的内容，京剧与民族声乐艺术融合的更
加完善、规范、科学。因此，京剧与民族声乐的融合在教
学中，需要利用它们之间的艺术特点结合，这样就能够很
好的发展它们本质上的理论与实践之点。

（二）借鉴带来的发展意义

在我国，声乐的发展主要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音
乐艺术的融合，加之它们各自发展的特点互相带动作用。
音乐艺术的结合就是我国文艺事业的综合发展方向，曲艺
事业的发展也可以带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向前发
展，也可以分析出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曲艺事业的

号召，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不断改革变化，也是提倡严肃
高雅艺术，为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指明了方向、增加了
无数个动力。我国进入到了崭新的音乐发展时期，给我国
发展曲艺事业带来了改革与发展机遇，以及挑战。无论是
过去还是现在，经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音乐艺术融
合方面，这也需要借助我们熟悉的原始民族素材，利用现
代的思维方式以及作曲技巧方法，对大型声乐进行新的构
成，这也是京剧与民族声乐融合作品的需要思路。民族声
乐得需发展，需要发扬优秀的民族声乐艺术，融合其他曲
艺事业发展，鼓励本土民族声乐发展，注重它们的风格与
色彩气质，借鉴外来音乐相关经验对我国民族声乐发展带
来较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在发展我国民族声乐的时候，
需要融合民族声乐的特色，要求具备浓郁的民族风格、特
色与气质。

结语
京剧的特点就是理论知识很少，实践性很多 ；而民族

声乐的不一样，理论与实践都要求更多，它们之间的相互
融合，这样才能够使得它们的艺术发展的更佳。京剧的优
点很多，声乐演唱需要借助它的“手、眼、身、步、法、
唱腔等”方面对声乐的传承与发展带来较为深远的作用，
还需要借助国外相关音乐经验，例如，美声演唱唱法的借
鉴，这些都发展民族声乐与京剧融合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
意义，这不仅仅是科学性、专业性，还具有划时代意义。

发展民族声乐与京剧两者，是更具现实意义与实际的
应用价值内涵。中国传统京剧的演唱与民族声乐的演唱虽
有差异，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民族声乐继承传统京剧
中优秀的唱法，吸取京剧发声技术精华，将二者合理结合 ,
使民族声乐艺术不断向前发展。京剧的发展，需要其他的
艺术相结合，这对民族声乐艺术的融合与发展将带来音乐
方面实质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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