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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彝族海菜腔的演唱方法与美声唱法之比较——以白秀珍的演唱为

例 

  摘 要：海菜腔的演唱方法和美声唱法从产生、发展到成熟在艺术表达上都有它们自身的途径和手

段，且两者发生地域及文化渊源又相去甚远，但在唱法上两者却有着不少相同之处。本文以近几十年来国

内影响最大的彝族歌手白秀珍演唱海菜腔的技巧与经验为主要依据，着重探究海菜腔的演唱方法与美声唱

法的相同点。 

  关键词：海菜腔；白秀珍；美声唱法；比较；相同之处 

  白秀珍，国内闻名的彝族歌手。1922年她出生于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的一个穷苦的彝族农民家庭，自

幼喜爱民歌。1952年她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大会”获得甲等奖;1955年作为中国青

年代表团的成员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赢得了大会颁发的银质奖;1982年她参加了“中

国南方五省区少数民族多声部座谈会”获得“年龄最大、气息最长、声音最亮、风格最浓”的赞誉。她是

一位完全来自于民间，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和名师指点的歌手。“为真情而歌唱，用纯熟的技艺歌唱，

以健康的体魄歌唱”是白秀珍成功的三要素，而“超越个人艺术活动的范畴,表达民族的情感,倾诉民族的

心声”,则是白秀珍歌艺的最可贵和迷人之处。白秀珍是彝族歌舞艺术——“四大腔”、“弦子”在当代

传承的集大成者。 

彝族花腰少女演唱海菜腔  

  海菜腔是发源于云南石屏异龙湖畔的一种彝族民间多乐段组合声乐套曲，是集独唱、领唱、齐唱、合

唱、对唱为一体的多乐段组合声乐套曲，民间俗称“曲子”或“倒扳桨”。 

  海菜腔实际就是在海上、湖上唱歌和对歌的意思，因歌声出自于口，民间所说的“开腔”就是开口发

声（唱）的意思。所以前人就把在海上唱歌和对歌叫做“海上唱腔”，慢慢简称为“海唱腔”。又因石屏

海（异龙湖）中有一种草本水生植物叫“海菜”，茎细长，随水上长，可食用。而“唱”和“菜”的方言

土语又相似，所以人们就把“海唱腔”叫成了易记上口的“海菜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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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菜腔”属于长篇结构的对唱类型山歌，其音列调式属于以五声音阶为骨干的七声调式，以羽调式

为多。曲式结构为拘腔——正曲——白话三个主要部分加上空腔、舍腔、挜腔、花点等腔型组成三部分。

海菜腔的唱词从内容上分有试曲（彼此试探）、抽曲（相互称赞）、勾曲(挑逗吸引对方)、热曲（海誓山

盟）、扫曲（委婉拒绝）、离曲（依恋不舍）、挂曲（倾诉相思）、怨曲（满腹牢骚）、闲曲（消愁解

闷）、怪曲（嘲笑挖苦）等，都是附合情绪的即兴创作，反映出男女青年在爱情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

离合，双方以统一腔调对唱。 

  海菜腔是云南彝族“四大腔”中的一大腔，是中华民族艺术百花园中一朵亮丽的奇葩。 

  美声唱法(Bel Canto)是17、18世纪诞生在意大利的一种演唱方法和演唱风格。演唱者充分运用气息

和共鸣，使声音丰满明亮，音域宽阔，花腔技巧华丽自如，戏剧性的音色对比浓重而强烈。同时美声唱法

还要求语言的清晰。这一唱法发展到了19世纪几乎达到完美的阶段。它不仅是一种演唱技巧、演唱风格，

而且是一定的美学原则和艺术思想的体现。美声唱法是艺术家经过长期艺术实践的产物，它已具备了非常

完善的体系，其内在的科学性是毋庸质疑的。 

  海菜腔的演唱方法与美声唱法在歌唱者的嗓音物质部分是完全相同的。中西方歌唱艺术的发展都必须

遵循歌唱的一般规律。任何一种乐器都要经过设计、制作等过程而完成。歌唱的乐器则是自己的嗓音,它

是我们运用任何一种歌唱形式进行演唱的物质基础。在演唱时就需要通过演唱的训练来有目的地制造我们

的“嗓音”这个乐器,使它能适应演唱的需要,唱出符合特定歌唱风格需要的音响。在这个范畴里,海菜腔

的演唱方法与美声唱法具有不少相通之处，值得我们去比较、分析、研究。 

  一、气息的运用 

  对一名歌唱者来说，呼吸在所有歌唱技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呼吸不好，声音就缺乏动力，其他

方面都无从谈起。没有好的呼吸技巧，就不可能做到音色的圆润、明亮，声音线条的流畅、连贯以及应具

有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在17世纪欧洲的歌唱家曾留下不少有关呼吸技巧的经验之谈：“呼吸是歌唱的源

泉”；“歌唱的艺术即呼吸的艺术”；“只有知道怎样呼吸才能知道怎样歌唱”等等。说明学好呼吸技巧

是学习声乐的基础。 

  对于在演唱中获得正确呼吸的感觉，白秀珍是这样描述的：“吸气时要平稳，不要故意大口吸气，一

放松气就进去了，稳稳当当吸下去。吸进去后，肚子要硬着点，气不要一下放完，要把气停住。我一唱歌

气就停住，其他地方都是松冒的。”她所谓的“肚子要硬着点”、“要把气停住”，指的是在歌唱时横隔

膜的保持，气息支持声音所出现的感觉。她这段话里有四个字是非常关键的，即“平”(平稳吸气)、

“硬”(指腰、腹肌的控制)、“停”(横隔膜的保持)、“松”(胸、肩、喉的放松)。武汉音乐学院声乐教

授李万进对白秀珍歌唱气息的控制规律归纳为“开胸、壮腰、运腹、沉肩”八字。从这八个字中我们不难

体会到和美声唱法所要求的“胸腹式联合呼吸”的一致性。也就因为有这么好的呼吸技巧，白秀贞在她67

岁高龄的时候，演唱海菜腔的一个甩腔还能保持几十秒的时间（见谱例）。古人云：“善歌者必先调其

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唯乃臆其词，即分抗坠之音,即得其术，即可致遇云响岭之妙也。”（语出唐·段

安节《乐府杂录》） 

  呼吸对于歌唱发声的重要作用，美声唱法将其核心内容归纳为：深呼吸,高位置。白秀珍在谈到呼吸

控制的重要性时讲到：“唱歌的人，气是最重要的，气不好歌就不好”“在我们彝族，唱歌的人中大多数

毛病很少，为什么呢？与劳动有关，与锻炼有关。身体好气就多，声气就好”。彝族人把歌声称作“声

气”，即声裹着气，气支持声，声气浑然一体。歌唱中的咬字吐字、行腔润腔、力度变化、音量音色、感

情表达，都与“气”，也就是呼吸方法的正确与否紧密相连。白秀珍在谈话中多次强调的“气”“、声

气”是用朴素的语言强调了呼吸、气息对歌唱者的重要性。她总结出来的这些感受与美声唱法是一致的。 

  二、歌唱的声音位置 

  歌唱的声音位置，就是歌唱者自己所能感受到的共鸣位置，或者称共鸣点。掌握合适的声音位置是每

一位歌唱者所具备的基本功。美声唱法要求位置高，声音相对集中统一，以获得美妙动听的音色。白秀珍

虽然没有直接阐述声音的高位置，但关于这一点白秀珍是这样说的：“歌音应往上走，不是往前的，一开

始发音就直接上去，这样音就唱活了。“我一唱就感觉鼻子上端通通地响，小时候唱时没有感觉到，后来

感觉到了。”“开口是哪个音，落尾也就是哪个音，不这样音就抓不住。”她还说，“彝族人都喜欢唱高



音、听高音。”这里的高音也并非是指乐音的高度，而说的还是那种具有穿透力的、明亮甜脆的高位置声

音。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她十分强调声音的灵活性，既要“上得去高腔，又要落得到平地”。海菜腔的音

域很宽。由于旋律跳动较大，特别要求音区上下贯通转换自如。从以上她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演唱海菜

腔要想充分表现它的风格特点，使声音高亢明亮、清脆灵活而有穿透力，声音的位置也和呼吸同样重要。

她采取的方法是：在歌唱时要感觉到鼻子上端额头“通通”响。这种高位置的声音安放，与美声唱法所提

倡的“面罩唱法（mask）”相似。面罩唱法实际上就是一种高位置的唱法，也是美声唱法中所要获得的一

种演唱技巧。 

  三、开喉和打开腔体 

  白秀珍说过：“真正会唱歌的人，唱起歌来脖子里面像有一小碗水，声音要水汪汪的。”这就是白秀

珍所要追求的音色。而获得这水汪汪的声音的关键，她认为仍然是“会唱歌的人气息掌握得好，不会冲着

脖子，碰着脖子。碰着脖子，脖子就会疼，会痒”“，如果你一发声就正确了，脖子就不会疼，不会痒，

很轻松。”她把那些不讲方法、捏紧喉咙唱歌的人称为“傻脖子”。白秀珍所说的唱起歌来脖子里要像有

一小碗水，这就是美声唱法里所说的打开喉咙放下喉头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确实与深呼吸和呼吸的支持

紧密相关、同时并存的。打开喉咙、放下喉头的歌唱方法在美声唱法里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使歌唱者获得

最佳共鸣的手段之一。因为要想获得好的声音，就必须有好的共鸣腔体。歌唱时的共鸣腔体是由喉咽腔、

口咽腔、鼻咽腔和头腔中的各个窦所组成的。我们把声音送往这些腔体，通过这些腔体共鸣所发出的声音

就是优美动听的歌声。怎样去获得这些共鸣呢？用吸气打哈欠的办法打开喉咙，放下喉头就能得到。 

  四、吐词咬字的能力 

  声乐艺术是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产物。语言是声乐艺术造型的基础和塑造艺术形象的核心。演唱者通

过歌唱中的咬字吐词与发音，塑造出丰富而感人的音乐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白秀珍很好地继承了民族

声乐在语言表达方面的优良传统,其优秀的演唱艺术与她出色的语言技巧密切相关。她的语言技巧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即兴编唱“出口成诗”的技能；二是正确、生动、优美地使用语言,把语言和音乐完美融合

的技能。白秀珍大多都用汉语演唱，她对歌唱中的咬字吐词的说法简练又准确，就是“点字”。她说：

“唱歌不点字不行，不点字别人听不懂，等于没唱。为了让别人听懂就必须点字。“点字”也就是指歌唱

中正确的咬字吐词，这里一个“点”字，既说明了咬字吐词的重要性，又分清了歌唱中的咬字吐词与生活

中的说话是有区别的。歌唱中的语言与说话的语言的最大不同点，就是歌唱中语言的元音形成的位置不是

在口腔，而是在歌唱发声时所需的共鸣腔里。为了使歌词表达得清晰、准确又保持行腔的圆润，字与声两

者很好地融为一体，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延长元音。美声唱法的著名歌唱家卡契尼强调“乐曲的基础首先是

歌词，然后是节奏，最后才是声音”，“没有一个正确的歌唱语言，也就不可能获得最好的声音”。 

  五、弱音的演唱 

  在彝族海菜腔的演唱中，运用大小嗓相互交替的演唱方法，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彝族歌手们把真声

称为“大嗓”，把假声、弱声称为“小嗓”。白秀珍通过多年的演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她认为“小嗓

比大嗓难唱。要松松地唱小嗓，慢一点松一点，放出来，其他感觉与大嗓一样”。“唱小嗓时，气要停住

(指呼吸的支持)，稍微松一点就唱不出来了。”白秀珍的小嗓技巧非常娴熟。从她的演唱中我们不难看

出，从容而松弛，加强呼吸的控制力，是白秀珍流畅自然地演唱小嗓的关键。 

  美声唱法演唱，唱好弱音是一个较难的课题。它需要稳定的喉头、强有力的呼吸支持和好的共鸣位

置。掌握好这一技巧，对于每一个演唱者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声唱法关于如何唱好弱音是这样

要求的:首先，呼吸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很好的呼吸支持，这一技巧将无法完成。因为它需要稳定的喉

头位置以及保持住唱强声时的位置和共鸣腔体。声音完全是靠横膈膜的力量来控制，横膈膜的力量与声音

的强弱是成正比的，在唱弱音时只是将横膈膜的压力略微减少一点。 

  六、打好中声区演唱的基础 

  美声唱法把人声分为三个声区，即低声区、中声区、高声区。中声区又被称为自然声区、基础声区。

这个声区的训练是很重要的，中声区在训练掌握声音技术上比较容易，因此，在中声区打好基础有利于向

高声区和低声区扩展音域。 

  白秀珍在多年演唱海菜腔的过程中也总结出“唱歌应当从舍腔开始学，舍腔唱好了再学正腔”；“舍



腔舍不好，别的就唱不好，舍腔舍好了，别的也会好”；“舍腔要又稳又平，一点不能抖。大家要舍整

齐，不然就不好听”。“我就是从舍腔开始练的，慢慢琢磨，很快就像那些好歌手一样，把舍腔平平地落

下来。“”舍腔”就是众人为领唱曲子的歌手伴唱的帮腔，它比独唱部分的旋律起伏小，音域窄，润腔手

法简单。彝族歌手常把它用做歌唱的初级练习。白秀珍认为，一个好歌手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先唱好

“舍腔”也就是打好中声区的基础，再逐步向两端 

扩展，追求“既凑得上高腔，又落得下平句”的宽广音域和丰富的表现力。 

  海菜腔的演唱和美声唱法从产生、发展到成熟在艺术表达上都形成了它们自身的途径和手段,积累十

分丰厚。由于受到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审美意识等影响,两者在艺术表达上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里我只从两者的共性进行对比研究，使大家能更好地了解海菜腔，了解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为中华民

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周耘.为真情而歌唱———著名彝族歌手白秀珍歌唱艺术研究[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

（3）. 

  〔2〕尚家骧.欧洲声乐发展史[M].北京:华乐出版社，2003. 

  〔3〕刘志，沈悦.中国京剧唱法与欧洲歌剧唱法之比较[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4（2）. 

  〔4〕李万进.清新质朴唱心声———云南彝族歌手白秀珍的演唱艺术[J].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5

(2).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艺术系，安徽黄山245041。 

欢迎发表、查看这篇文章的相关评论 

·云南彝族《理朵苏》的教育思想  

·云南彝族杜会中的毕摩研究  

·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彝族？  

上传：maocaoren    责编：尼扎尼薇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