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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植根的土壤。

现在许多民族声乐创作作品在借鉴西方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还继承了传统京剧戏

曲艺术。本文以歌曲《梅兰芳》为例，分析其音乐风格、歌词以及演唱技巧的处

理方式，解析在歌曲《梅兰芳》的现代演唱中蕴含着的传统诗词与京剧因子。同

时，还进一步阐释了中国民族声乐与京剧演唱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共同规律和美

学原则。 

 

关键词  戏曲；民族声乐；京剧风格；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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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 is the treas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lso the 

Chinese modern culture rooted in the soil. Now many national vocal music works on the 

basis of the western scientific theory, also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Peking Opera art. 

"Mei lanfang"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songs from music style characteristics, lyrics 

and singing skills, parsing in modern singing songs "mei lanfang" contains the 

traditional Peking Opera factor and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 explains the 

Chinese national vocal music and Beijing Opera sing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esent 

common rules and aesthetic principles.  

 

Key words: Opera. National vocal music; Peking Opera styles; Mei lan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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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声乐与中国戏曲间的联系 

一、传统戏曲在民族声乐演唱与创作中的借鉴 

根据相关数据，我国的戏曲剧种的数量便多达 310 有余，民族声乐便是因传

统艺术渐渐发展与演变而来。民族声乐一方面从很大程度上衍生于中国的戏曲、

曲艺、民歌、传统号子的传统演唱艺术精华和特点，另一方面又借鉴和吸收了美

声唱法的歌声理论。在借鉴国外优秀的演唱艺术和技巧中，我们要学会兼容并包，

从中发现其中的问题和不足，取之精华，去其糟粕，更要学会传承与发扬传统艺

术，以便借此提升表现技巧及感染力。京剧是中国传统戏曲最具代表性种类之一，

而现代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和演唱则与京剧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许多作曲家

在创作现代民族声乐作品中加入了戏曲因素,使得作品具有了浓郁的古典韵味和较

强的民族特色,在创作歌曲中融入传统戏曲唱法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时尚。金铁霖教

授认为，发声与咬字相互协调乃是民族声乐唱法索要注意的关键所在，所以，它

的基本要求在于一定要字准、字正，这样才能发出优美动人的声腔，使歌唱的感

情表达更为生动感人，更能给听众美的感受。著名的歌手屠洪刚本来是京剧演员

也是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成功，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听众的喜爱，依靠的就是这方

面的素养。 

二、京剧唱腔艺术特点 

京剧唱腔有着快和慢各种不同的节奏，这个从专业上讲叫做唱腔的板式。板

腔体的唱词和律诗极为相似与接近，每个唱句或者是七个字或是十个字，当然，

也有比较特殊的长句长达二十个字的，但句数却没有限制，但是对于合辙压韵是

硬性要求，例如，一七辙、淮来辙等。京剧唱腔普遍上句末字是仄声，下句末字

是平声。字韵依据十三辙划分韵脚，讲求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京

剧唱腔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西皮”，一类是“二黄”。西皮唱腔分为原板、慢板、

流水、快板、导板、二六板、散板和摇板等，西皮激越活泼弱拍起唱，京胡以低

音 6 与中音 3 来定弦。京剧的唱腔节奏以“板“与“眼”进行划分，板是强拍，眼是“弱

拍”，故此西皮的意思就是“眼上张嘴”，“眼起板落”。很多戏西皮到底，非常悦耳

动听，例如，《四郎探母》、《失空斩》这些有名的戏曲；二黄唱腔分为原板、慢板、

散板、摇板、导板、回笼等，它的特点是非常的平稳并且十分的深，京胡以低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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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音 2 进行定弦。二黄唱腔和西皮并不一样，它的特征是板起板落，唱腔工整，

从《二进宫》这一经典名曲中便能够从中体味出二黄从头到底的特点。此外，还

包括两个唱腔，即反西皮唱腔与反二黄唱腔，反西皮的特点是哀婉低柔，柔媚深

情，主要被应用于旦角和小生，能够反映这一特点的名曲有很多，例如，著名的

《西厢记》。反二黄唱腔就是在二黄的基础上降低四度，进一步讲，就是将５２弦

变为 15 弦，反二黄唱腔的特点有很多，例如，调门低、音域宽，唱腔多变起伏，

适合于表达那种悲壮的情怀，其代表名曲参见《宇宙锋》。 

京剧极具韵味，引人寻味。表演艺术家苦练多年的舞台技巧，共同构成了一

套宛如程式一般的格律鲜明、协作得体、唯美动人的艺术盛宴。 

京剧具有非常丰富的用来表现舞台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且具有非常严格的舞

台技法。倘若不能够娴熟地掌握这些程式，就无法呈现出完美的京剧舞台艺术。

在表演上，京剧非常讲究于细腻处下功夫，一举一动都是戏；唱腔讲究悠扬婉转，

富有感情；在武戏的表现上，不要过于刚猛粗暴，而是讲究“武戏文唱”。 

三、民族声乐基本特点 

我国民族声乐中所包含各种风格与表现形式历来都是互相借鉴，彼此促进的，

例如传统民歌、戏曲、曲艺，现代民族新唱法，它们在表现形式上既沿用了传统

戏曲演唱技巧，又适当引入了美声唱法。在音色上十分讲究甜、脆、圆、亮，声

音的发出必然要生动自然，富有质感，吐字一定要清晰，将感情、声音、吐字与

唱腔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要求民族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融入了各种唱法和技巧，

寻找合适的方法，对其进行艺术创作，来表达完整的艺术效果。 

（1）在用声方法上，民族唱法要求从“丹田”发出声音， 咬字吐字要精准而清

晰，要有整体性，语言表达上一定不能娇柔做作，而是要平和自然，贴合于生活，

且要展现出地方风格特征。运用气息则相对要灵活得多，做到令听众感觉轻巧即

可。首先，抒情性用声，这种方式采用假声居多，声音上讲究柔和深情，细腻婉

转，但没有强烈的风格性，比较适合于在演唱民歌及抒情歌曲中进行使用。其次，

风格性用声，这种方式采用真声居多，在音域的使用上比较宽泛，声音要纯正而

明亮，要具有强烈的表现力，主要被适用于歌剧以及具有很强风格的歌曲，例如，

《万里春色满家园》这一曲子。再次，戏剧性用声，采用真声与假声相互结合使

用的方式，声音比较深厚且圆润，音域上非常宽泛，适用于《黄河怨》等具有民

族综合类风格的艺术歌曲。 

（2）在演唱的风格上，我国已经知道的比较常用的戏曲就有 300 余，曲艺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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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各种各样的民歌、创作民歌非常之多，它们的演唱风格也不尽相同，每一

种风格都是在一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有余民族地方有着各自的

生活习俗，它们的服饰都有着深刻的民族风格，在表演上讲究手眼及身法和步伐

的相互配合。演唱的曲目大多是民族地区的一些常用的民歌、民谣、民族歌曲或

歌剧选曲。由于演唱风格数量很多且具有深刻的民族特性，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被

世界各国的音乐爱好者所接受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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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梅兰芳》的音乐分析 

首先来谈一谈民族声乐曲《梅兰芳》的创作背景。民族声乐曲《梅兰芳》是

纪念梅兰芳诞辰 100 周年而作的，是作曲家吴小平继新版的《陆游与唐婉》后的

又一新作，这一作品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作曲家把京剧的曲调与板式融入其中，

还利用著名的巨作《贵妃醉酒》，将之巧妙地用作创造的新思路，使京剧脱离了形

式上的相对单一化，而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对一代著名表演

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深切的崇敬之情，并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追忆与悼念。作为一

代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艺术创作，使我国传统艺术

的表演登上了一个高峰，对我国京剧的改革与发展贡献了力量。 

一、板式变化 

歌曲《梅兰芳》的首句作曲家通过使用著名的剧作《贵妃醉酒》的腔调作为

他在创作上的新思路，将常用的曲调西皮与二黄贯穿到整个京剧当中，在京剧曲

调与板式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歌词与曲调虽然在表面上看十分简单，实则要运用非常多的京剧中的板式，

首先展现出“梅也似雪，兰也似雪”八字，应用“紧拉慢唱”的摇板渐渐掀开高潮的帷

幕，接着通过快板的形式，展现出“一段芬芳倚绝壁，巅峰飘作大旗猎，……”的热

情奔放，借此将西皮板式的特征展现到了极致。最后将高潮推到了极点“留与江山

看城碟”。全曲的特点在于把歌词以及曲调融于京剧的唱腔以及样板当中，使词曲

达到了完美的融合，相得益彰，非常动人。并且吐字较少，发声较多也使词曲的

搭配与融合起到了极好的效果，也避免了演唱者在演唱中出现咬字及归韵的困难，

并且令人惊叹的是即便如此这首歌曲也没有偏离于京剧本身的韵味，且增加了歌

曲演唱的难度。 

二、润腔技巧 

歌曲《梅兰芳》运用的是梅派唱腔声韵。梅兰芳先生精通音律并敢于创新，

他的唱腔甜美深厚、刚中有柔，他将其他剧种以及唱腔的长处收归自己使用，从

而使自身的唱腔更加丰富多变，但凡听过梅兰芳唱腔的听众无不夸赞他“无腔不

新，又无腔不似旧”。 

作曲家吴小平为了使《梅兰芳》这一歌曲更为动听，融合加入了润腔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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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在首句“一、轮、明、月”以及后一句“自、于、烈”等字的行腔当中，特别使

用了“弧圈式”润腔方法，即在主音之上加装饰音，由此展现出了一轮明月当头照这

样的美景，使梅兰芳明朗的心境得以很好的呈现。后几句中则运用波音装饰法，

以此演唱“自、儿、种、于、美”等字，使旋律的表现力度得以增强，且兼具抒情性，

同时也表现了人们对梅兰芳深切的哀悼与追忆之情。除此之外，每句旋律在尾字

的运用上也使用了润腔技巧……。所谓顿腔，就是指使用一音或连续多音，在表

现形式上采用“字少多音”的用法，作曲家使传统声腔与现代汉语语音两相结合，且

结合得恰到好处。这部分运用了大量梅兰芳生前演唱过的经典台词，新曲与经典

的台词相互结合令人既有怀旧的感觉，又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后一部分较前部分有很大的区别，从间奏开始就转入了快板的速度，“梅也似

雪，兰也似雪”这句采用了西皮中“紧拉慢唱”的手法，节奏看似简单，实际上却稍

微改变了旋律的力度和速度上，从而使旋律乐句婉转起伏，修饰得丰满生动，也

大大地增强了情感的起伏变化。 

歌曲的第二句则使用了收口腔的手法，即字重音轻，再加上大切分的节奏，

此处的演唱变得铿锵有力，表现出大气凛然之感，并且这一部分演唱时需要很强

的气息支持。接着后几句是前半部分的重复，使得情绪随着高潮的进行更强烈表

现出该曲的荡气回肠。 

在歌曲中作曲家运用了大量的润腔手法，如：“收口腔、顿腔、圆滑腔等等”，

使歌曲更为丰富生动，情感的表达更为细致入微，也使语言的音调与曲调充分发

挥着融合作用，而且令旋律更加婉转而动听。同时，也使歌曲《梅兰芳》更具有

特色化和特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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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梅兰芳》的演唱处理 

一、气息方面 

(1)民族唱法讲究从丹田进行发声“丹田”，注重演唱整体感，在语言要亲切自

然，富有生活气息，在气息上可以进行灵活运用，使人听起来有轻巧灵动的感觉。

在戏曲唱法中，京剧演唱尤其要注意呼吸的技巧运用，特别是对于“老旦”，在演唱

时要有极为有力的“喷口”，行腔要“冲”，在转折的地方则要求有奔放而流畅的感觉。

由此不难看出，京剧演唱咬字与行腔的过程中主要靠“气”的运用，要及时调整演唱

过程中的呼吸，这种方式与民族唱法用气一脉相通，因为民族唱法主要靠小腹为

呼吸进行支撑，并汇聚于身体当中，声音自上而下进行流动，要永远保持“通”的状

态，保持整体流畅的感觉。  

(2)民族唱法吐字的收音技巧，也和戏剧有着相同的要求，就是咽喉在说话的

同时应当适度打开，使“字正”而“腔圆”。京剧旦角有几种不同的发音，即利用鼻音、

喉音和前上腭与上齿上唇发音等不同的发音方法。梅派最具特色的发音是共鸣位

置在上腭与咽腔处产生共振，如此一来，会使发声更加松脆与圆润。在民族唱法

中，应学习、继承以及发展这样的声音概念与发声方法，这更加有利于表现出字

的独特韵味和歌曲所寄托出来的思想感情。戏剧在咬字的运用上不仅理解为语言

的表达，更是对音乐的表达。故此，通过民族唱法来呈现作品的时候，应该适度

沿用京剧演唱所惯用的呼吸方法、还有一部分咬字方法，以及说唱艺术的情感表

达方式。 

二、艺术表现方面 

戏曲演唱的情感主要通过以下几部分进行处理，即作品创作的背景、作品表

现的内容、作品中的人物、作品呈现出来的画面。通常来讲，我国戏曲演唱要求

用感情来发生，而不是用感情来代替声音。在戏曲中非常注重于使角色的心声得

到表达，这不仅要求发声的方法要准确要，而且要求在情感的表达上也要尽可能

地贴近于角色，使角色得以活灵活现的呈现出来。戏曲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它

的剧种也各种各样，非常之多。戏曲演员通过长期在舞台上表演得到了非常多的

经验。正因如此，民族唱法演员可以根据歌曲既定的所要表达情感的需求学习戏

曲演员情感表达的技巧进行有效的情感表达，使歌曲中的某些字拥有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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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呈现出理想的艺术效果。比如：  

（1）延长字头。一般情况下在歌唱的语言当中，要求在演唱字头的时候应该

尽可能地短促，但在很多情况下，为使感情进行正确的表达，我们必须将字头进

行延长，进行特殊技术的处理，如《草原之夜》中：“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这里

的“夜”以及“沉”为了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就应当延长字头，以便恰到好处地表现出

战士思念远方亲人之情。将延长字头的方法进行良好的运用，能够最大限度地激

发听众的联想与情感上的共鸣，使草原之夜美好的景象宛如近在眼前一般。  

（2）重点字的突出和强调。一般情况下，为了使感情得到恰当的表达，在演

唱歌曲的时候会特别将某些字音作为重点来处理，以便达到抒情的最佳效果，如

《白毛女》“哭爹爹”这段戏中：“刹时间天昏……” 起始的“刹”字就是重点字，要

运用饱满悲切的感情喊唱出来，用极为强烈的情绪，达到应情应景的艺术效果。

像这种喊唱与以说代唱的形式也是传统民族唱法当中经常运用的方法。  

（3）衬字使用。在歌曲中衬字具有很强大的魅力，尤其在情感表达上发挥着

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衬”字可以大做文章，尤其在学习民族唱法时，要注意对衬

字的合理运用。如《槐花几时开》中：“高高山上哟一树槐哟喂……”歌曲中哟、喂、

啥等衬字便得到了极好的表达运用，使少女等待情人的那种焦急的心情得到了极

好的体现。  

（4）歌词的缓起慢收和提前归韵。为了使情感能够更加委婉的呈现，通常在

一些慢速的抒情歌曲中采用将某个字音缓起慢收或者提前归韵的技巧进行艺术上

的处理。 这些艺术表现手法，大都借鉴于戏曲演唱中的“十字口诀”，即“提、送、

补、沉、弹、揉、断、抽、颤、嗽”，从而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在民族演唱中使用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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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京剧声乐艺术如何进行发展乃是极大多数声乐界艺术家所关心的话题，

在当前多元文化形成主流的今天，京剧风格的民族声乐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创新意

义的声乐作品形式。京剧艺术具有悠久的起源，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占据着极

为重要的地位，使现今很多演绎文化艺术都纷纷学习。我国传统的中国特色声乐

艺术与民族声乐并存应用，共同形成了声乐艺术中的新的声音形式，是这是我国

艺术文化史又一次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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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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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引起的法律后果完全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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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哈尔滨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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