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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戏曲艺术与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几点思考

◎邹保娟
摘要：本文分析了现代民族声乐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抓紧民族声乐传统审美教育，加强传统声乐技法的训练，

在传承民族传统风格中推动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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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中所谈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当指

现代中国声乐界普遍认可的“新民族声乐

艺术”，其含义为：“指目前我国音乐（艺

术）院校中民族声乐专业为代表的，既不

同于民歌、说唱、戏曲的演唱，又是在继

承并发扬了这些传统演唱艺术精华与特点

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欧美声唱法的歌

唱理论和优点而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具有

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精神特征

的新民族歌唱艺术。其演唱路子宽，适应

性强，除演唱民族风格特点较强的歌曲、

歌剧等作品外，还可演唱包括艺术歌曲在

内的各类新创作的声乐作品，以及各种民

族传统声乐曲目、戏曲唱段等”。新的民

族歌唱艺术，与各种民族传统演唱艺术有

着不可割舍的、密切的血缘关系，其演唱

风格与技巧，很多都来自民歌、说唱和戏

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系统性的复杂问

题。由于涉及领域繁多，这里就选择戏曲

进行剖析、深入。本文试从戏曲艺术的特

点及表演体系入手，就现代民族声乐的学

习和训练以及演唱和表演等方面，结合戏

曲声乐艺术的相关内容，对戏曲声乐艺术

的借鉴价值，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怎样借鉴

戏曲声乐艺术等做些浅显的探讨。借以抛

砖引玉，以期引起专家的深入探究。

一、戏曲声乐是科学的、丰富的，是值得

借鉴的

中国的戏曲声乐，在古老深刻的东

方历史文化背景下，彰显出独特而迷人的

色彩，它有着独特的风格和表演方式，过

去有些人据某些现象得出结论：中国戏曲

的传统唱法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对于一

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来

说，对其文化作出这样的结论，这未免太

有失偏颇。任何一门艺术，人们的需要和

它本身独特的个性就是其存在的价值和理

由。因此，艺术上的独特性是一个民族的

艺术能够延存于世的理由和根据，其不可

磨灭、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正在这里。

戏曲是民族艺术大花园里的一朵奇

葩，其演唱方法是经过历代艺术家的探索

而不断完善丰富的，应当说，戏曲演唱方

法是科学的。因为首先其有高超的发声、

演唱技能，并有美声的艺术效果；再是其

演唱符合生理的自然及其运动规律，且极

大限度地发挥人体演唱器官的潜能，演唱

能持久，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另外，其

演唱采用了尽可能多的艺术表现手段，具

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令人百听不厌的艺

术魅力；还有就是它有杰出的唱家和不止

一代的传人。唱家是演唱的活标本，体现

唱法的特点和科学艺术性，有了唱法规范，

才有了向下传承的依据，有了传人不仅从

时间上证明戏曲唱法的科学及存在价值，

而且这也是证明其唱法已具有不依赖于具

体个人而独立存在的唱法规范。最后，其

还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二、现代民族声乐存在着问题及薄弱环节

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经过了几代

优秀歌唱家和声乐教学家的不断探索与总

结，应该说已形成了相应的美学原则和歌

唱方法，也取得了许多演唱及理论成绩。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中外声乐

艺术的广泛交流，民族声乐专业学生的艺

术视野比以前宽了，在演唱能力和对时代

感的把握上普遍有了较大提高。虽然民族

声乐近年来整体上有了长进，但并不意味

着“完美无缺”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的民族声乐专业学生，应是民族声乐的“新

生代”，在他们身上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

题：他们的演唱，在民族传统风格和色彩

的表现上显得很不足，缺乏“味道”，并

且缺乏独特的个性。不仅不同的人唱同一

首歌味道差不多，而且唱不同的歌曲听来

也少有差别。音色听来都甜美清脆有余，

鲜明个性不足。这明显能看出他们在学习

和继承中国优秀声乐文化方面的“底气”

不足。中国传统民族声乐丰富的润腔特色，

主要源于绚丽多姿的民族戏曲和曲艺，但

生活在当今现代化社会的“新生代”，却

多半对中国传统戏曲及曲艺的唱法和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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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技巧知之甚少，其演唱自然就缺少

应有的传统特色根基。

新民族声乐的现行歌唱训练方法，虽

然日渐科学、完善和理性，但推究一下歌

唱者舞台表现不足的原因，恐怕与声乐训

练方法有着根本的联系。歌唱者“重声而

少味”，风格韵味不足，这与缺乏某些锻

炼环节也不无关系。纵观一下，我国现行

的歌唱训练方法通常是先练声，然后就是

歌唱，只有两个环节。艺术院校所开课程

中，虽也有“台词”“正音”这些专门训

练语言的课程，但他们与歌唱发声训练也

没有直接结合起来。练声时，注重的是声

音，那么歌唱时要注意声音又要注意字声

结合，若再要让其注意到风格韵味，这可

能就显得负担过重，容易顾此失彼，力不

从心，从而难以达到民族声乐演唱的上乘。

还有一些技术性及表演性的问题也比

较明显，显得有些功力不足。比如在语言

和咬字吐字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地方语演

唱不地道；语言系统的发音问题解决不彻

底，如前、后鼻音，平、翘舌音等；还有

出现唱“倒”字现象（戏曲声乐术语：又

叫“飘”字，在吟唱体系里音调走向应符

合歌词字音的声调，即字音的阴阳上去。

如果音调走向违反字音的高低抑扬，使字

音形成错误的音向，就叫“倒”字。他要

用单倚音或复倚音来保持声调，这种倚音

并非都在谱面标出，由演唱人来掌握）等

等。如歌曲《人间第一情》里有一句“床

前孝儿女，人间第一情”。就因“床”和

“孝”字语调不够明显，而听来像“窗前

小儿女”，这就有违本意了；再有在表演

上显得有些“笨拙”，舞台形象不够“活”、

不够丰富，表现力感染力不是很强，驾驭

舞台的能力不足等等。

三、善于继承和借鉴就是成功的基石

老一辈的优秀歌唱家，在学习和继承

中国优秀声乐文化方面，都有着非常深厚

的功底。正是这丰厚的基石，才使他们的

成功踏实而持久，其演唱不仅个性鲜明、

独具风韵，而且艺术生命持久、魅力永存。

比如一代民族艺术家郭兰英 8 岁就开始学

习山西中路梆子，后学新歌剧，她把传统

戏曲艺术的精华融入新歌剧中，使其因戏

路宽、基本功扎实、唱腔优美、动作洗练

成为一代艺术家。她自己在回顾艺术道路

时就曾明确提出，早年戏曲艺术的扎实功

底是她成功的最大因素。近年来，我国声

乐领域中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民族歌唱家和

歌手，其中不少人是从事过戏曲训练和学

习的，比如李谷一曾是湖南花鼓戏演员，

还有京剧演员出身的刘斌、李元华、孙丽

瑛，彭佩英曾向豫剧大师常香玉学习。他

们充满民族韵味而富有个性的演唱风格正

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戏曲并借鉴其唱功而形

成的，这也是对民族声乐艺术的探索和追

求的结果。

有些通俗唱法和美声唱法的优秀歌

手，许多也都受过专门戏曲训练的，其演

唱感染力强、个性鲜明，技术功底扎实丰

厚，从而拥有更多的欣赏者。比如高亢自

如的李娜是戏曲学院出身，屠洪刚尽显戏

曲武生之威武俊洒，吴琼也许正是黄梅戏

赋予她宛如出水红莲的气质，李玲玉也曾

是戏曲演员；在美声唱法方面卓有成绩的

戴玉强，曾谈到京剧“黑头”的接触训练

使其美声学习中共鸣问题解决得轻松而完

美。此外，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赵元任的《教

我如何不想他》中出现四遍的“教我”一句，

是从京剧西皮快三眼的过门化出来的。

以上多方面成功的先例证明：中国的

戏曲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各具特色，其

丰富的语言特征、声腔体系和演唱方法和

表现形式都是民族声乐演唱特点形成的主

要源泉，如果当今民族声乐专业学生，至

少能掌握一两种扎实的戏曲功底，那么这

将非常有助于其演唱在风格和韵味上丰富

多彩的个性和特点的充分表现。中国戏曲

是一个大宝藏，其他艺术形式应努力从中

挖掘艺术珍宝，以求完善自己。

戏曲声乐是中国民族声乐宝库中一个

极有价值的文化艺术宝藏，也是一笔可观

的精神财富。它扎根于丰厚的艺术土壤，

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经过历代的积淀和完

善，最终形成了一门独具个性、内容丰富、

理论体系初具规模的独立学科。它在中国

艺术史上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

地位，对于现代声乐艺术来说其借鉴价值

也是不言而喻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应充

分挖掘民族艺术的瑰宝，从而更好地继承

民族传统和发扬现代声乐表演艺术。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观念上对“传统”

有些淡忘和疏远，从而使现代民族声乐训

练和演唱存在着一定的“误区”；这需要

在思想观念上转变过来，牢牢抓紧民族声

乐传统审美教育和传统声乐技法的基本功

训练，只有扎根于中国民族传统风格的沃

土，中国民族声乐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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