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京剧老旦

《

罢宴

》

中的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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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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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京剧发展二百多年历史中

，

京剧老旦作为一个独立行当

，

从形成到发展都迟滞于老生

、

青衣

、

花脸等行当

。

早期京

剧老旦角色多是由生

、

净

（

小花脸

）

演员兼演

，

其唱腔也是在老生唱腔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

这使得老旦唱腔的发声部位与

老生相近

。

但随着时代发展

，

老旦唱腔不仅承继了老生唱腔的清越

、

刚劲之风

，

还吸收借鉴了青衣迂回婉转之韵

，

使得京

剧老旦唱腔逐渐有了苍劲

、

高亢

、

柔润的艺术风格

，

最终凭借其优美的唱腔和丰富的演唱技巧

，

创造出了许多精彩并广泛

流传的唱段

。

关键词

：

京剧

《

罢宴

》

唱腔特点

传统戏

《

罢宴

》

是京剧老旦行当的重

要代表剧目之一

，

其表演唱

、

腔极具特色

，

塑造了刘妈妈和善又不失风骨和礼节的

老旦形象

。

笔者将理论与实践贯通相融

，

通过对

《

罢宴

》

老旦唱腔的

“

一口气

”

唱法

、

字韵行腔的变换

、“

特色音

”

等技巧进行细

致解析

，

分析京剧表演中唱法技巧对人物

塑造的重要作用

，

力求在京剧老旦艺术理

论研究领域尽绵薄之力

。

一

、

剧目介绍

：《

罢宴

》

京剧

《

罢宴

》

改编自清代的剧作家杨

潮观

《

吟风阁杂剧

·

寇莱公思亲罢宴

》，

讲

述了宋宰相寇准为庆寿而大肆铺张

，

家中

老仆闻听此事

，

晓之以理

，

动之以情

，

最后

拿出早已过世的太夫人留下的

《

寒窗教子

图

》

画像让寇准罢了寿宴的故事

。

本剧目

由李金泉先生再次创作

，

老旦著名表演艺

术家郭跃进得其真传

，

在表演中注重刘妈

妈

“

人

”

的内涵发掘与

“

人性

”

情感分析

，

以

情带唱

、

以唱抒情

，

将刘妈妈这一

“

母性与

奴性

”

兼具的

“

母亲仆人

”

形象表现的淋漓

尽致

。

作为当下最有创造力和艺术造诣之

一的

“

新李派

”

老旦表演艺术传承人郭跃

进

，

先天条件优越

，

演唱技巧精到讲究

，

尤

其是在演唱中善于控制气息

，

科学用声

，

其吐字归韵

、

润腔技巧独特优美

，

给人以

唱念激昂中有低回

、

苍劲中寓委婉的美

感

，

更令人欣赏的是其演唱的每一个音符

都充盈着人物情感

。

下面

，

笔者摘取

《

罢

宴

》

中老旦唱腔的经典片段

，

解析京剧唱

腔技法和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

。

二

、

唱腔技法分析与人物塑造的关系

（

一

）“

一口气

”

唱法塑造人物形象的

“

双重属性

”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

，“

一口气

”

唱法的

用气

、

用嗓技巧是老旦演唱的绝活之一

。

出色的老旦演员用嗓顺畅而且声音饱满

（

非一味的追求高音

），

在演唱中力求做到

嗓音宽厚

、

音色甜美

，

声情并茂

。“

一口气

”

唱法是李多奎

、

李金泉先生表演中令人拍

案叫绝的唱腔技法

，

二位表演艺术家通过

对气息的控制训练和对唱腔游刃有余的

处理

，

将

“

一口气

”

唱法流传至今

。

《

罢宴

》

中

“

刘妈妈

”

人物形象具有身

份和性格的双重属性

。

塑造

“

刘妈妈

”

这一

人物形象

，

首先要求演员在技能层面上具

备扎实的唱腔技法

，

巧妙运用

“

一口气

”

唱

法

，

体现

“

刘妈妈

”

人物身份的

“

双重属性

”

（

寇准母亲

、

奶妈仆人的身份

）。

其次

，

在整

出剧目的演唱基调上

，

紧紧围绕人物身份

性格

“

双重属性

”（

祥和温柔

、

严厉婉转

）

进

行发挥

，

并根据剧情发展需要

，

时而优美

、

时而激越的进行

“

一口气

”

演唱

，

塑造出情

感丰富的人物形象

。

如

《

罢宴

》

中

，【

二黄散板

】“

此时间我

理应当对他言讲

”

的

“

讲

”

字

，

需要运用

“

一

口气

”

唱法突出表现刘妈妈急切劝说孩子

的心情

。

先是将

“

讲

”

字放入剧情进行分

析

，

要进入

“

刘妈妈

”

这一角色的情境

，

体

会人物纠结矛盾但又不可不说的复杂心

情

（

劝诫节俭但又顾忌仆人身份

，

宣说大

义还要娓娓道来

），

对

“

刘妈妈

”

人物真正

吃透后

，

进入技法层面的处理

：

1.

声音要

求科学

、

通畅

；

2.

丹田托气

，

紧住字头

，

慢

慢送音

；

3.

行腔过程中用气均匀

，

自如流

畅

，“

上

、

下滑音

”、“

擞音

”

点缀清晰

，

强弱

、

快慢有序进行

，

节奏中寓情感

，

唱腔中带

感情

。

这与

《

杨门女将

》

中人物

“

佘太君

”

以

豪放高傲的气息运用不同

（【

导板

】“

英雄

儿女气冲霄汉

”

的

“

汉

”

字

），

与

《

钓金龟

》

中

人物

“

康氏

”

这样平民百姓质朴卑微的体

现也不同

（【

慢板

】“

老天爷睁开了三分眼

”

的

“

眼

”

字

），

与

《

遇皇后

》

中人物

“

李后

”

这

样落魄的皇室更加不同

（【

散板

】“

阳关路

找

”

的

“

找

”

字

，

这个

“

找

”

字的旋律与

《

罢

宴

》

中的

“

讲

”

字旋律几乎相同

，

甚至可以

说完全相同

，

但是用声特色

、

气息的拿捏

、

“

上

、

下滑音

”、“

擞音

”

的处理却完全不

同

）。《

罢宴

》

中

“

刘妈妈

”

的人物形象塑造

，

需要的是

“

朴实而尊贵

、

严厉而委婉

、

超越

身份的瞬间又紧紧的拉回身份本位

”

的表

演

，

演员在舞台上要不断的在

“

演员本

人

———

正常状态的刘妈妈

———

侧重母亲

状态的刘妈妈

———

侧重仆人状态的刘妈

妈

”

四个形象中来回穿行

，

如此复杂的人

物形象需要借助每个行腔

、

每个音符

，

使

其成为人物塑造的重要载体

，“

既写实又

表意

”、“

既不断的体验人物又不同层次的

表现人物

”，

将

“

一口气

”

唱法的运用摆脱

仅仅

“

卖好求掌声

”

的技能层次

，

而真正将

其与剧情结合起来

，

与人物不同的精神状

态结合起来

，

这样的人物是鲜活的

，

多面

的

，

更是丰富的

。

（

二

）

字韵行腔不断变换凸显人物矛

盾心情

每一位优秀的京剧老旦演员的唱念

，

都会根据情感的不同要求

，

对字的

“

声母

”

和

“

韵母

”

进行具体处理

，

这样才能营造跌

宕起伏的旋律

，

抒发人物内心矛盾复杂的

思想感情

。

如

《

罢宴

》

中

，

刘妈妈在醉意中出场

、

观赏大厅的奢华繁荣之后

，

运用

【

摇板

】

板

式表现喜悦和满足之感

：

“

笙歌处处舞霓裳

，

张灯结彩好辉

煌

”，

唱腔轻松愉快

，

传递出喜悦和满足的情

感

，

引领观众还原戏曲空的舞台上不存在的

奢华情景

。

但当刘妈妈得知寇准的奢侈荒唐

之举后

，

又看到火红的蜡烛渐渐荒废

、

蜡油流

满回廊的场景

，

运用了

【

二黄散板

】

板式

：

“

原来是这蜡烛流油泻满回廊

”，

旋律

虽与

“

笙歌处处舞霓裳

，

张灯结彩好辉煌

”

有大致相似之处

，

但字韵与行腔所表达的

情感却完全不同

。

此时的唱腔

，

情感略带

恐慌

，

害怕寇准被名利冲昏头脑

，

走向奢

华萎靡的生活

，

担忧情绪弥漫全场

。

此时

的人物塑造应体现出时而焦虑

、

时而无

奈

、

时而思索的犹豫徘

（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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徊的矛盾心态

。

刘妈妈

虽为老奴

，

但毕竟是寇准之母

，

受太夫人

嘱托

，

自视寇准为亲生儿子一般

，

但是封

建等级制度下

，

主人与奴仆的等级差别让

身为继母的刘妈妈

“

奴性心理

”

成了自然

，

这种特殊人物身份的表演拿捏尤为重要

。

随着往事涌上心头

，

刘妈妈再次想起太夫

人在世时抚养寇准的艰辛和勤俭疾苦

，

不

由得寒心难过

，

担忧更为强烈

，

在这种感

情的积蓄和支配下

，

刘妈妈

“

温柔的爆发

”

出了

“

原来是这蜡烛流油泻满回廊

，

相爷

他身荣贵把旧事全忘

”

的行腔

，

字韵行腔

时而激越

，

时而低沉

，

时而悲伤

，

演绎出刘

妈妈内心的无奈与痛楚

。

（

三

）

特色音与人物情感的表达

京剧老旦的特色音

，

一般归结为

“

衰

音

”

和

“

雌音

”。“

衰音

”

主要表现在苍老

、

苦

涩

、

羸弱等方面

，

表现所饰演人物的年龄

特征和身体状态

。“

雌音

”

是指女性声音的

明亮

、

柔细

、

甜美

、

圆润

。

李金泉先生所提

及和运用到的特色音归纳为

“

苍

、

噼

、

腭

、

擞

、

虎音

、

炸音

”，

基本囊括了艺术化了的

老年妇女特色音

。

在

《

罢宴

》

老旦的诸多唱段中

，

每一个

特色音都强调其心里独白

，

赋予其具象

（

个性

）

内涵

，

强调在一瞬间的唱音中

“

内

白

”

所起到的瞻前延后的重要作用

，

而不

是千篇一律的仅限于完成旋律和技法

。

如

【

二黄碰板

】【

三眼

】“

想当年先太爷早把命

丧

”

这一段

，

将

“

早把命丧

”

的

“

把

”

字

、“

苦

度时光

”

的

“

光

”

字

、“

学业有荒

”

的

“

荒

”

字

、

“

受苦亲娘

”

的

“

娘

”

字这种代表女性腭音

吐字与音符融入腔中

，

进行艺术化处理

；

将

“

想当年

”

的

“

当年

”、“

缝缝连连

”

的

“

连

”

字

、“

一家人

”

的

“

人

”

字这种具有

“

上

、

下滑

音

”

的吐字与音符与

“

早把命丧

”

的

“

丧

”

字

、“

灾难又降

”

的

“

降

”

字

、“

买油做灯亮

”

的

“

亮

”

字的

“

擞

”

音吐字与音符紧密结合

，

进行着

“

剧情外的旋律展现和剧情内的人

物刻画

”，

达到

“

悦耳动听又充满规劝与诉

说

”

的效果

，

充分表现出刘妈妈柔弱

、

无

奈

、

苦口婆心又兼顾慈善

、

厚重的

“

双重身

份

”

特点

；“

山岗上

”

的

“

岗

”

字和

“

上

”

字

、

“

买灯油

”

的

“

油

”

字

，“

跋涉奔忙

”

的

“

忙

”

字

这种小弯

、

小腔的设计与小疙瘩音

“

早把

命丧

”

的

“

早

”

字

、“

苦命娘

”

的

“

苦

”

字

、“

哪

有钱

”

的

“

哪

”

字

（

在行腔中适时安排

），

配

合其他技巧修饰出来的唱腔

，

在充分展现

出华美音符魅力的同时

，

还把剧中人刘妈

妈对早逝的寇母所经历的饥苦和磨难演

绎出来

，

体现出刘妈妈此时此刻对寇准的

期盼

、

劝导和教诲的急切心情

，

让听者

、

学

者充分感受到了京剧唱腔技法是为人物

精神内涵服务的艺术魅力

。

本文通过对京剧

《

罢宴

》

中极具代表

性的老旦唱腔精华

（

由于篇幅原因

，

只节

选部分

）

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

对老旦唱腔

技法与人物塑造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剖析

。

笔者亦希望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理论分析

，

力

求对舞台表演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

达到理论

与实践的融会贯通

，

勉励自己进一步提高专

业素质水平和专业修养

，

在以后的学习中继

续认真总结老师的教学方法

，

尽快具备独立

解剖唱腔美感的能力

，

丰富人物形象塑造

，

为老旦剧目的传承和创新贡献绵薄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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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理论与实践

身心的参与

，

更有利于对音乐的感知与解

读

。

不仅如此

，

体态律动教学能够提高学

生的主动性

，

活跃学生的大脑思维

，

更有

利于接受音乐

。

律动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

交往沟通能力

，

体态律动不仅可以促进学

生们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

更能促进学生与

教师之间的交流

。

教师可将学生分组

，

并

设置不同的任务

，

学生根据自身的想象力

与创造力进行准备

。

体态律动法与音乐的结合能够使音

乐的表达更为流畅

。

音乐承载着人的思想

观念

，

审美趣味及情感态度

，

它丰富了人

的精神世界

。

有着悠久历史的音乐教育

，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

，

运用图

像传达的视听方式引导学生感知音乐

，

使

学生在音乐中进行情感体验

，

并在情感体

验中发展学生的观察力

、

想象力与创造

力

，

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与审美能力

。

义

务音乐教育主张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积累

视觉

、

触觉及其他感官的经验

，

充分发展

学生的感知能力

、

形象思维能力与情感表

达能力

，

这与体态律动教学的目标不谋而

合

，

如上所述

，

体态律动教学的目标在于

通过学生的肢体感官感触音乐

，

提高学生

的情感感悟力与创造力

。

义务音乐教育中

体态律动法的介入能够更好的将音乐进

行表达

。

音乐是一种文化

，

它与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义务教育阶

段的音乐教育强调锻炼学生的整体素质

，

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

在课程设计

中可将音乐活动分为创作与欣赏两大类

。

从人音版初中教材中可看出

，

教材内容从

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

，

所涉及的内容注重

艺术性与趣味性

，

音乐风格多样

，

强调学

生的实践与创造活动

。

在教学过程中加入

体态律动的教学思想

，

让学生动起来

，

在

运动的过程中掌握音乐的精髓

。

如在学习

《

雪绒花

》

这首歌曲时

，

可运用体态律动的

教学方法进行

。

雪绒花是美国

60

年代音

乐剧

《

音乐之声

》

中一首非常优美的歌曲

。

它舒缓

、

轻柔的曲风深深地抓住了听众的

心

，

也温暖了听众的心灵

。

为了让学生更

好地把握作品

，

领略音乐的独特魅力

，

体

验歌曲的深邃意境

，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

。

在课前

，

教师可放映一些音乐剧的插

曲供学生欣赏

，

边放映边讲述音乐剧情

节

，

在放映到

《

雪绒花

》

时

，

可让学生张开

双臂摇摆身体做出雪花漫天飞舞的姿态

，

渲染出冬天雪花飘扬的美丽景象

，

让学生

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与音乐的美

，

从而达到

义务音乐教育的目标

。

体态律动法与音乐的结合更容易凸

显出律动在音乐中所占的地位

。

音乐是体

态律动的灵魂

，

任何一种体态律动都有音

乐的伴随

。

在体态律动的训练过程中

，

通

过自己的身体去理解与表现音乐

，

反之

，

音乐则是体态律动的最终目标

。

体态律动

学旨在于加强音乐运动与身体的关系

，

用

身体的律动来配合音乐

，

充分发挥了音乐

的怡情健身功能

。

在不断的音乐学习与训

练中体态教学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

毅力与学习兴趣

。

在实际操作中

，

体态教

学法能够增强学生对音乐的直观性与趣

味性

，

能够给予学生自我展现的机会

，

让

学生亲身感受到自身的潜能

，

体验到成功

的快乐

。

体态律动教学法不仅在音乐教育

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

在舞蹈

、

戏剧甚至音

乐治疗中都被广泛应用

。

经过实际性的操

作与研究

，

体态律动有助于学生节奏能力

的发展

，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肢体协调性

，

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实际能力

，

并在激发学

生音乐学习兴趣的同时发展学生的创新

思维与内在音乐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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