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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黄梅戏唱腔的演唱特征 

黄梅戏唱腔音乐特征的体现必须通过演唱来体现，要想 

准确的把握黄梅戏这种 “像歌，又不是歌：是戏，又不同于 

京剧等其他剧种”的唱腔特点，我们就必须从发声特点上仔 

细研究黄梅戏唱腔演唱艺术特色。从而让更多喜爱演唱黄梅 

戏的观众，从感性认识黄梅戏上升到理性把握黄梅戏的唱腔 

特点，从而促进黄梅戏更加广泛的被传承与发展。 

一

、 咬字与吐字 

戏曲区别于歌曲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吐宇与咬宇。戏曲 

在运腔时更重视咬字的规范，而歌曲咬字更重视声音的统一 

与规范。每一种戏曲的吐字与咬宇的要求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黄梅戏的吐字、咬字的要求不同于京剧也不同于一般的民歌 ， 

它要求字头吐得重而短，但不像京剧在字头上停留很长时间。 

关键要把母音立起来 ，母音要咬得非常圆，笑肌要抬起咬宇， 

这是吐字甜美的关键。而且两腮还要起到作用，这是为了使 

黄梅戏更加口语化。嘴角要横开向上弯，归韵归到鼻腔。 

黄梅戏演员非常提倡要把母音唱饱满而且要立住，要求 

每个字的转换要灵活，动作要小而简单，达到清晰准确，能 

充分表达语气和情感。尽量减少多余和僵硬的动作 ，达到咬 

而不紧、自然松开，开齐撮合 自如。能在共同的气息共鸣位 

置之中去发挥每一个字的特点，唱出唱词中字的音韵之美 ， 

逐步达到 “依字行腔”、“字正腔圆”的演唱要求。 

黄梅戏还有一种非常形象的咬字方法就是转圈式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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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圈式咬字就是要求宇头要咬清，宇腹要到位，字尾要轻盈， 

达到字头有情、字腹丰满、字尾归韵三者相统一的目的。转 

圈式咬字要求子音按照传统的唇、舌、齿、喉、牙五个不同 

的发音部位 ，作为每个字转圈的起点，母音要转到喉内站稳， 

尾音要收到眉心和鼻腔 (特别是前鼻音和后鼻音 )，这是转 

圈的终点，要求演唱者要有一种轨道的自我感觉 ，就是每个 

字从子音开始——母音位置——取得头腔——鼻腔收尾，顺 

着这个轨道方向循环转动。每个字转圈时，只是起点不同而 

已，那是因为子音是从五个不同部位发出的。字音要求咬得 

清晰，宇情要倾注在子音上，当子音咬后声音要往母音位置 

上转动时，一定要把咬字音的五个部位所用的力量松掉，以 

便声音顺利的到达母音位置上。声音从母音位置到收韵时切 

不可关喉，要靠丹田的力量把尾音收在眉心。转圈的速度可 

根据曲调的节奏、速度、情感来决定。在转动时结合好气息 

的运用，让声音富有弹性。转圈过程中，圈可以大可以小， 

可以快可以慢 ：也可以改变音色和共鸣以适应不同的作品风 

格。这种转圈式咬字法，可以使黄梅戏唱腔咬字连贯流畅。 

二、喉头位置 

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大融汇，黄梅戏的演唱过程中注意到 

了开口发声之前 ，要先通过自然吸气把喉头放下，把喉咙吸 

开。另外加上抬软腭，让眼神带有兴奋状 ，带上这种哈气时 

的喉咙松度和吸气时软腭的兴奋感觉，然后用 自然说话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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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歌唱就可以了。所以，现代的黄梅戏演唱基本上避免了捏 

嗓子唱的问题。在这样的喉位状态下，咬字更容易搭上深呼 

吸，音量也会有所扩大，声音也会通畅自如多了。 

要提出的是，由于黄梅戏音乐与语言音韵有关，音乐旋 

律比较 自然倾向于说话的语感 ，一般在演唱黄梅戏的时候 ， 

喉位不要求摆放的过低。不像我们在演唱民族创作歌曲时 ， 

要把喉位放的比唱一般的风格性很强的民歌小调的喉位要摆 

放的低些，这是根据作品语言风格来调整的。因为黄梅戏唱 

腔本身就是产生于民歌小调，它的喉气位置更接近自然的说 

话 ，音色追求本语言的自然音色，也就是要亮、甜、水、嗲， 

这也是影响黄梅戏音色特点的关键因素。 

三、用声方法 

当今的黄梅戏演唱用声基本上是以真声为基础的混声， 

在保留黄梅戏真声色彩的基础上，运用了深呼吸和借鉴了京 

剧的高位置发声方法，充分利用头腔共鸣来扩大音域，解决 

黄梅戏唱高音就发紧的问题，从而提高了黄梅戏的演唱水平 

和延长了演唱者的寿命。著名的黄梅戏艺术家王少舫，就是 

在学黄梅戏之前学过京剧唱法的，所以在嗓音运用上轻松、 

自如些，不会扯着大嗓门唱，而且嗓子的寿命也延长了许多。 

相比之下，那些用大白嗓演唱的演员到了中年就会出现塌中 

的现象。这就足以说明在嗓音的运用上，黄梅戏演唱时要逐 

渐学会用真声演唱，也就是真声多的那种混合声 ，这样才能 

使黄梅戏演唱中的不足得到改善和提高。使用这种混声能使 

声带张力充分发挥 ，高声区音色明亮、圆润 ，具有穿透力； 

但中低声区仍要保持黄梅戏放下、自然说话的真声歌唱状态， 

但这时的真声是有呼吸基础的，不是大白嗓子，这样才能做 

到在借鉴的同时不失黄梅戏的嗓音特色。借鉴后的声音比过 

去更加能清晰 自如地咬宇和吐字，音色明亮又富有表现力， 

上下音区也更容易统一。不会出现明显的换声痕迹或真假声 

不协调现象，表演更加亲切 自然 ，更加符合中国观众的听觉 

和欣赏习惯。 

四、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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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黄梅戏演员在演唱时非常讲究深呼吸，他们 由 

“丹田运气”，然后把气存于横膈膜以上，丹田托气和顶气 ， 

利用小腹的收、放、颤动来控制气息。他们强调发声时气息 

的运用 ，并强调注意第一 口气。当第一口气被 自然的吸进去 

以后，气息在体内一定要有一刹那的停息时间，这点很重要。 

一

刹那的停息时间要多久需要自己体会，只要自己感觉气吸 

进后 ，在转成呼出时从容就行了。唱完第一句后，喉咙不能 

闭，小腹的那种送气力量要有意识的突然松掉 ，第二口气就 

会被不知不觉的吸进去，小腹再微微托起送气。在第二句开 

始发声吐气时，要加上那种把自己埋藏在心底的话，神秘地 

说给十分知己的朋友听的那种倾吐感情 ，这时的小腹便会下 

意识地用一种力量把气息托住，并随着声音把气稳稳地送出 

去，此时的声音与呼吸才是真正结合起来了，同时也具备了 

发声时所要求的呼吸基础。小腹送气的力量是有强弱之别的， 

这种强弱会影响到小腹活动幅度的大小，也就决定了自然吸 

气的多少。现代黄梅戏演唱中的偷气、提气、歇气、缓气、 

抽气等运气技巧，都离不开丹田的呼吸支点的作甩。同时在 

演唱时，把换气气口安排得当，使唱腔中字与字的过渡和转 

接不露痕迹，以求 “如线贯珠 “、“玉润珠圆”。 

五、共鸣 

过去黄梅戏的演唱对共鸣腔体的运用比较少，主要以口 

腔共鸣为主，声波一般多在硬腭与口腔前上部振动较多，所 

以声音靠前，显得较为明朗与甜美 ，但是声音缺乏穿透力， 

音量也比较小，负担比较重。现代的黄梅戏演唱水平整体提 

高了，体现在运用共鸣方面的进步主要有： 

1、借用头腔共鸣 

头腔共鸣就是在深呼吸支持下，通过鼻咽腔而获得的高 

位置。在黄梅戏演员的演Ⅱ昌中笔者发现 ，现在的黄梅戏演员 

也非常重视头腔共鸣的应用。在平时的训练中，他们经常在 

母音前加上 Ill、I"1、Y等子音，这样做是为了与歌唱中的哼呜 

相接，达到高位置、通畅、混声的效果。从而解决黄梅戏演 

员声音散、白、位置低、母音音色不统一、音域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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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许多黄梅戏演员，都借鉴这种方法而获得了咬字吐字 

的高位置。其实，“安庆”话说的比较靠口前和鼻前 ，是很 

容易把声音带进头腔的，只要稍加运用就可以获得头腔共鸣， 

这是非常有利于演唱高音，扩展黄梅戏演员歌唱音域的方法。 

2、常用口咽腔共鸣 

口咽腔共鸣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共鸣，适合中声区的演唱。 

黄梅戏中使用最多的就是这种共鸣。因为黄梅戏音乐音域基 

本上都在中声区，所以在演唱中非常强调 口腔共鸣的运用， 

这种共鸣的运用使声音语气显得格外亲切 自然，音色甜美松 

弛，吐字清晰。要正确使用口咽腔共鸣就得在发声时打开牙 

关和松掉下巴，保持喉头位置的稳定，这样才能获得最自然 

的口咽腔共鸣。 

3、巧用胸腔共鸣 

胸腔共鸣是指演唱中，胸腔在 自然打开、放松的状态下 

轻微振动。随着音区的上下变化胸腔共鸣的使用也会有一些 

变化。在下行旋律中胸腔共鸣的运用更为明显一些。现代的 

黄梅戏演员在演唱时，一般不会再出现低声区声音发虚的现 

象了，他们现在高、中、低音区的音色非常统一，并能随着 

旋律的下行而作 自然叹气状，把字牢牢 “贴”在气上，在胸 

腔产生共鸣，唱出很结实的声音。 

六、润腔手法 

所谓 “润腔”，是指装饰声音的技巧和手法。戏曲中的 

润腔是曲调和唱法上的再加工，有一般常用的手法，也有在 

特殊情感下应用的手法。 

1、摇声装饰 

“摇声”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名称 ，即指各种音高不固 

定在某一点上 ，并有所晃动或摇摆的声音，形式多样。常用 

的有 “吟 (幅度小的颤动)、撮 (幅度大的颤动)、绰 (上滑)、 

注 (下滑)等。在黄梅戏唱法中，为浅显明了，“摇声”泛指 

用音符或符号对旋律音进行装饰的各种装饰音，并用 “×腔” 

来命名。常用的有 “颤腔 (颤音)”、 “滑腔 (滑音)”、“打腔” 

(倚音)、 “跳腔”(跳音)、“回腔”(回音)等。 

2、新腔与老腔的演唱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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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曲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前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 

润腔经验，如 “新腔用老唱法”、“老腔用新唱法”等。 

所谓新腔，是指新创作的唱腔。它可能是传统唱腔做了 

较大程度的改编或创作，也可能是吸收姊妹音乐艺术编创的 

唱腔，还可能是新创作的本剧种传统音乐没有的唱腔。在演 

唱这类唱腔时，则要求演员用传统的习惯润腔手法。这是为 

了弥补旋律风格的不足，从而达到保住风格 ，增强韵味的目 

的。 

所谓老腔，是指新创作的传统风格较浓的唱腔。演员唱 

这类唱腔，要用新唱法，否则会有陈旧感。所谓新唱法，是 

指本剧种传统原本没有的唱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传 

统唱腔产生新的色彩，增强时代感。黄梅戏是发展中的剧种， 

演唱方法也在不断地吸收，不断地积累、不断地进步。如从 

王少舫这一代演员起 ，已经吸收了京剧的唱法。许多演员学 

习了 “民族唱法”，大大地丰富了黄梅戏声乐技巧。近年来 

又有不少演员学习了 “通俗唱法”，并在实践中运用，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黄梅戏经典剧目 《天仙配》、《女附马》就是 

推陈出新的成果，获得过诸多奖项。黄梅戏最大优势是唱腔 ， 

生角的唱腔宽阔有力、朴素亲切、清晰好听；旦角的唱腔委 

婉悠扬、明白如话、亲切动人。 

总之，唱法是维系黄梅戏声腔地位的关键 ，重视唱法， 

改进唱法，提高演唱技巧，加强音乐感，锻炼表现能力和观 

众交流的能力，使观众能够得到真实的情感和艺术享受。在 

演唱时尽量避免矫揉造作 ，改革传统黄梅戏挤着嗓子唱的那 

种不科学的方法。练习时要尽量保持松弛、声音通顺、舒畅 

饱满、咬字清楚、四声纯正、行腔干净 ，先咬清字再拖腔， 

注意防止音裹字的现象。做到字正腔圆，唱快板字不乱 ，唱 

慢板情不断 低音纯厚饱满，高音足但不喊，拉腔长不散， 

花腔灵活润甜。黄梅戏声腔在尊重科学发声方法的前提下， 

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努力求新、求变，把古、今、中、 

外一切营养，融化到自己的特色美中去，彰显黄梅戏本体的 

独特审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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