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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山歌声腔艺术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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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阳山歌是长阳文化“三件宝”中的一宝，它高亢嘹高，抒情委婉，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早在五十年

代初，有人就开始收集整理山歌。七十年代，长阳涌出土家族歌唱家傅祖光和张玉敏，他们以《一支山歌

飞出岩》、《丰收调》、《开创世界我工农》三首长阳新山歌，唱红了京城，风靡了大江南北，成为迎送

海外宾客，招待国家元首的一道独特“佳肴”。继而，又唱到了日本东京，唱到了东南亚，从而享誉海内

外。 

    长阳山歌在本民族淳厚的乡土中萌芽、开花、结果，历尽沧桑，世代相袭。在长阳境内，沿清江的前河

区，沿丹水流域的后河区，歌师们的演唱曲目与风格各不相同，但就其声腔艺术而言，却有着共同的特

点。民间歌师们声音洪亮，有久唱不衰的“土经验”，丰富了我国的声乐宝库。 

    一、良好的歌唱姿态。“山歌飞过岭，号子甩过河”；“南山唱来北山应，不见歌师只见音。”得天独

厚的地理环境，孕育着长阳山歌的生命。歌者开唱前已摆开了向高山喊人的对歌架势，在开腔前的瞬间，

已将上口盖和前额兴奋地提升。喊唱中，音越高，头部却略偏低一点，全身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歌唱状态。

这正是中外声乐教材中所强调的歌者必须具备的歌唱姿势，以及歌者应有的歌唱心态。 

    二、稳固的气息支点。歌师们在起唱时，全身微颤、使劲，似与对方“格斗”一般，与我国戏曲中的

“花脸”唱态很相似。歌者边跳边唱时，换气很快，而控气肌肉群却坚实有力。在喊唱“号子”之类，特

别是“急鼓溜子”中紧接高亢而悠长的甩腔时，没有坚实灵活的气息支点，是难于完成的。歌师中的高手

们，在行腔加花的声腔里，自觉或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偷气、歇气、补气以及类似“狗喘气”式的技能，实

际上是在“倒喝气”。这不正是声乐名家金铁林老师所讲的“反向提气”形成气息对抗的原理吗？ 

    在高腔加花的山歌中，歌师们运用灵巧而坚固的气息支点，起了特定的作用。歌者发出的高腔与“咽

音”学里的“开沙协”激起的唱法很相近，其声音的爆发力和穿透力很强。１９８６年，笔者在上海曾向

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老师求教，才旦老师首先强调的就是“气息支点为歌者之帅”。“气则音之帅也”

（元代《唱论》），这是我国民族声乐理论的科学总结。 

    三、共鸣腔体的调节。笔者曾访问过唱薅草锣鼓的歌师，求教他们于盛夏时节，在田野山岗，一唱十天

半月，从不哑嗓子，有什么秘诀。歌师们回答：“喊歌要三音”。三音是膛音、腮音、顶音。所谓膛音即

胸腔共鸣，腮音指的是口咽腔共鸣，顶音是指前额头的头腔共鸣。这便是土家歌师们世代相传的“土经

验”。它虽不如声乐学派的名家归纳得那么完整，对于共鸣腔体的调节说得也不十分准确，但是，歌者在

实际演唱中，打开了口回腔，扩大了共鸣通道，也用了一点回音和一些混合共鸣，才使得歌唱音域宽广，

声音宏亮，穿透力强，令悠扬的高腔响遏行云，久久地在大山里回荡。 

    四、咬字的特定技法。方言土语与长阳山歌的腔调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方言语调一致性的

“腔”，是体现长阳山歌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土家人常说：“锣鼓不出乡，各有各的腔”，说明“腔”

的变化是丰富多彩的。“字正腔圆”是歌唱的要领，仔细观察歌师们在喊唱时的咬字部位（唇齿舌），协

调自如。歌者在声腔里，出字重而快，字与字的衔接，转换得比较利索圆润。歌者习惯于在主词后面融进

衬字，主词与衬字的交替显得十分平滑。每个字好似一个小小的软球，在口内自由地滚动着，球不离音，

音系着球，向高空飞升得那么轻松。 

    五、鲜明的演唱风格。长阳山歌品种多，数量大，形式活。山歌的品种涉及劳动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薅

草锣鼓、栽身锣鼓、赶仗歌、骡马歌、采茶歌、木叶情歌等等。有些歌种，在流传中形成了固有的歌唱程

式。如薅草锣鼓早晨唱“露水号子”、“叫歌子”，接唱“扬歌”、“穿号子”等；中午唱“中午句

子”、“赶号子”等；下午唱各种“号子”、“声子”以及“赶五句”等。 

    歌者在运用甩腔时巧妙地运用了直音、波音、顿音、嗖音、小颤音、大颤音、上滑音、下滑音，显得分

外俏皮。歌者喊高腔时，在字尾处或行腔中，贯用所谓“唢呐腔”，即歌者用“倒喝气”的姿态，在回壁

管道中，形成或短或长的大颤音，声音类似唢呐吹奏的颤音。有的歌师在唱主词前，加上“吔”的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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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慢到快，由弱到强地弹出一串气泡音（有歌者称“羊羊腔”），然后加衬词，突转自由地高腔加花作引

子，再接正板。也有的在一个乐句落腔时，衬字急收略停，再接唱下一段。当歌者唱之蹈之、一顿一摇

时，绝妙的演唱风格令人叫绝！ 

    为山歌旋律润腔着色，是形成歌师演唱风格的重要体现，同一首歌，“一成之见十里不同”（引自《长

阳县志》）。歌师在唱腔中很注重色彩音，唱法处理体现了歌者的水平高低。同一首山歌，有人用平腔直

唱，高手却偏在行腔时，将某些音符作或升或降的游离处理，用前后倚音润腔，用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着

色，使其风格与众不同。更有某些高手，在演唱时转调自如，将一首反复歌唱的旋律离调，给人以新奇的

感觉。 

    长阳山歌有独唱、对唱、齐唱、一唱众和等多种形式。将一首山歌的结束句提在开头唱，叫做“尾包

头”。这是长阳山歌的传统演唱规律。长阳山歌有许多固定的唱腔曲牌，如从“一声子”到“九声子”，

从“号子”到“采茶”，以及颇具特色的“穿号子”等。“九板十三腔”、“九腔十八板”、“廿四个花

调子”，谁掌握得多，谁就是山寨的“歌口袋”。 

    长阳山歌的节奏是多变的。有些山歌中穿插着一段似说似唱的“急鼓溜子”；有的山歌慢起渐快；有的

山歌前边有节奏，最后一句转散板；有的山歌，先散板，然后再接唱正板。“急鼓溜子”中的咬字吐字突

出重和快，说与唱自然熨贴，显现了土家人爽朗与精干的个性。 

    时光流逝，浮想联翩。笔者进山生活已四十年，每当忆起那高亢嘹亮的山歌回荡在长阳的山水间，我便

情不自禁地品赏到了酒不醉人歌醉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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