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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而嗟叹之，嗟叹之不足顾永歌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首先学会了说话，为了表达更

加深厚的情感而学会了唱歌。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飞速发展，音乐文化也随之蓬勃发展。从古至今，我国的音乐发展不断借鉴

西方优秀的音乐教育模式和声乐理念，产生了不计其数的著名音乐家。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趋使下，中国声乐文化不甘落后，逐

渐登上世界的舞台，并占得一席之地，特别是国粹——京剧，更被西方所推崇。青衣旦是中国戏曲中旦行的一种，主要是以唱

功为主，动作幅度小，行动比较稳重。 “青衣”唱法是在京剧舞台，乃至中国戏曲舞台中经久不衰，是中国声乐艺术的精华。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尤其是声乐艺术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研究“青衣”唱法。与此同

时，我们也承认西方声乐艺术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典型代表是“美声”唱法，它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京剧

“青衣”唱法和“美声”女高音唱法都是世界音乐史上的经典唱法。本文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将京剧“青衣”唱法和“美声”

女高音唱法进行对比，探究出两种唱法的精髓所在，为我国音乐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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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剧“■衣”唱法与“美声”爻■音喝法曩述

1．1京剧“青衣”概述

京剧是中国艺术文化的象征，是“国剧”，享誉海内外。京

剧在北京形成，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京剧角色行当的划分

非常严格，从最早期的生、旦、净、末、丑、武行，流行归化成

现在的生、旦、净、丑四大行，旦角里的正旦俗称青衣。唱、念、

做、打是京剧的四种表演艺术，而青衣最注重的便是唱功了，京

剧中青衣这一旦角的歌唱方法称为京剧“青衣”唱法。

青衣的扮演者常穿青色的褶子，主要扮演的是庄重的青年和

中年妇女。青衣扮演的角色性格一般很文静和典雅，其表演动作

幅度小，行为比较稳重。以前的青衣一般是男性扮演，所以都是

用假声在唱，用来区分性别。“青衣”唱法中的念白都是念韵白，

不念散白，唱的任务十分繁琐。 “青衣”唱法要求韵味浓厚，风

格鲜明，声情并茂，流派明显。

1．2“美声”女高音概述

“美声”起源于17世纪的意大利。美声，顾名思义，是优

美的歌声。其音乐风格丰满、松弛和圆润，声音灵活，刚柔兼备，

但以柔为主。女高音是美声唱法的一个声部，根据音色的不同。

分为：花腔女高音、柔情女高音和戏剧女高音。

2．京剧“■莅”暗法与“美声”爻■音唱法帕对比

2．1呼吸比较

好的唱法与呼吸的功力密切相关，可以说呼吸是唱法的支柱。

两种唱法都非常看重呼吸的重要性，但同时对呼吸也存在不同的

认识。

任何一种唱法都以呼吸为动力，唱歌的呼吸与一般的呼吸不

同，通常把唱歌的呼吸分为：胸式呼吸、腹式呼吸和胸腹式联合

呼吸：青衣”唱法和美声女高音唱法都采用胸腹式联合呼吸的方式。

“青衣”唱法讲究的是“气沉丹田”，就是要是把气深深吸入肺

部，垂直贯通。 “美声”女高音唱法要求歌唱者将自己的声音频

率达到最高的范围。也就是说在呼吸时，一定要保持深呼吸的状

态，使得气流到达肺部，胸腔感受到明显压迫感，再释放。其实

这两种唱法都是要求气息下沉。

两种唱法的呼吸方式虽然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风格的差异，

其呼吸深度和用气量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京剧“青衣”唱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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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者吸气的时候腹部会凸起来，唱的时候腹部慢慢的收缩，从

而呼出气息。同时歌唱者在歌唱的同时会伴随着乐器声做出其他

的表演动作，这就要求表演者在歌唱的过程中保持身体某些部位

的紧张和压迫感。因此， “青衣”唱法的歌唱者呼吸的气量是一

直变化的，其分配肯定也是不均匀的，不需要保持太多的气量。

“美声”女高音的歌唱者必须保持足够的气量，吸气时腹部和肋

部向外扩张，吐气坚实有力，并且这种唱法的特点决定了歌唱者

在舞台上保持放松状态。

2．2发声比较

京剧“青衣”唱法和“美声”女高音唱法都采用了真假声结

合的方式。但是。真假声所占比例、声音的连贯性和声带变化都

存在差异。

在京剧中。用大小嗓代替真假声的称谓，大嗓即真声，小嗓

即假声。一个好的青衣旦主要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青衣唱法

在发声时，声带的振动幅度小，振动比较平缓，发出的声音既甜

又脆，正好也符合青衣旦角色的特点。京剧“青衣”唱法的风格

要求抑扬顿挫，这就使得歌唱者必须对喉咙进行合理的控制，使

其紧缩张开自如。

“美声”女高音唱法也是真假声相结合，但是真声所占比率

远没有京剧“青衣”唱法那么高。美声唱法中的假声成分随着音

调的增高而增加．音调越高，假声就越多，这跟一个好的青衣旦

正好相反。美声唱法的总体风格强调歌唱者的声音连贯自如，而

不是抑扬顿挫。这要求女高音在歌唱的时候，必须将呼吸、其鸣、

语言等技巧与声音的连贯性保持一致。文章前面提到过美声唱法

要求歌唱者在舞台上保持放松状态，这也要求歌唱者喉咙不能紧

张，而应该是舒畅的，因此其喉咙的用力必将小于青衣唱法的歌

唱者。声乐中有一个独特的概念，即“微颤”，京剧中是没有提

及的。通常，流畅、稳定的微颤是评判一个优秀美声女高音唱功

的标准。

2．3共鸣比较

共鸣有两种意思：一是物理上的共鸣，即物体因共振而发生

的现象；二是心理上的共鸣，即由于他人的某种情绪而使自己也

产生相同的情绪。本文所说的共鸣比较是指第一种共鸣的比较。

没有产生共鸣的歌唱是不优美动听的，一个好的歌唱者在演唱时

除了喉咙发声外，必须借助其他器官产生共鸣，使声音扩展和美

化。人体产生的其鸣通常有四种：头腔、鼻腔、胸腔和口腔。音

调不同，腔的位置也不同。

京剧“青衣”唱法比较注重共鸣位置，以口腔共鸣为主。同

时伴以头腔和胸腔其鸣，是多个器官共鸣的结合，因为单靠喉咙

声带和口腔共鸣无法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

“美声”女高音唱法要求歌唱者保持一股“圆柱体”的气

量，这就使得其在歌唱侧重共鸣位置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持一定的

气量。这与“青衣”唱法是有一定区别的。

2．4语言比较

语言是歌唱的内容和情感的流露，是歌唱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语言对唱法的要求和影响也不同。

学术探赜

中国戏曲艺术历来讲究“字正腔圆”．也就是说要求表演者

不仅要吐字非常清楚，同时也要做到歌唱的方式合理。京剧作为

中国戏曲文化历史上的瑰宝，对于语言要求更是严格，而青衣旦

又是京剧中最注重唱功的角色，所以“字正腔圆”是青衣旦的基

本功。汉语有四种音调，青衣在吐字时会把韵母部分进行“归韵”，

演唱时遵循“以字行腔”的原则，吐字清晰，将语调和声乐完美

结合，准确表达歌词的内容。

“美声”唱法源于意大利的歌，由于中西方文化和语言的极大

差异，美声女高音基本做不到“字正腔圆”，更不用说在歌唱时做

到语气的随时变化。意大利语的主要特点是元音和辅音都是用同样

的方式念出来的，只要掌握了21个字母的发音，基本就能准确表

达歌词的内容，而汉语音调就有四种．很难把握准确。在意大利语

中元音的发音都要比汉语元音的发音更有力、更加响亮。并且，女

高音歌唱这些元音时，胸腔的扩张远远大于青衣唱法。

3．两两咀法昀比较财独国声乐艺水帕目瞳

到目前为止，我国声乐艺术通过不断的吸收和借鉴中西方

音乐文化的精华，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声乐教育方面，自

20世纪西洋唱法传人我国以来，我国本着“融洋贯中”的原则，

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比如金铁霖、李学全、苏凤娟等

等。在歌曲创作方面，美声唱法的新思维，更加开放豁达的风格

对我国民族音乐的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京剧“青衣”唱法和“美声”女高音唱法存在诸

多异同，两者都是世界音乐舞台上重要的角色，都有很高的艺术

成就。两种唱法都有互相借鉴的地方，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与

此同时，西洋唱法自传入我国以来，对我国音乐文化产生了许多

积极作用。通过对两种唱法的对比，希望能够为我国声乐艺术的

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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