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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包含着不同的门类，这多种艺术门类又往往相互融合，形成新的艺术形式或综合的艺术形式。当然，任何艺术

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其实各艺术门类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具有某些彼此相通的共同规律。某些艺术门类之间更是存在

切的联系。尤其是随着艺术的发展，这样的联系更加密切，并且不断的融合、借鉴，使各自的艺术更加完美。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舞台艺术样

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体现其各自的个性。戏曲中的五功四法（五功"，

打、舞；"四法"为：手、眼、身、步。）技术性很高、表演性强，构成为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在训练方法上有很多可以借

下面谈谈我们在声乐、舞蹈教学中是如何借鉴并运用的。 

一、            学习以气托音、气音结合 

传统戏曲讲究“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戏曲的形体训练和基本功训练是非常严格的。 

    （一）形体课、基本功课中气息的训练与体现 

    戏曲是一门讲究“圆”的艺术，在形体舞蹈方面它就宛如太级一般，气息是缓缓推出、连绵不断、似断非断。如我在

法要领时要求：踏步站立立腰、双肩放松、气沉丹田；绕腕，气息随着腕子的绕上慢慢由腰腹部提至胸腔，同时双肩松弛自然下垂

随着手指渐渐地推出，气息再慢慢下沉，往下推至腰腹部亮相。这个动作的气息犹如山峦起伏、连绵不断。 

    戏曲基本功的训练是较为激烈的活动，控制训练和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平时我们在给学生圆场训练

学生边唱曲边跑圆场，这样的训练方法学生会感到气顶不住，气不够用，久而久之他们在呼吸时就会吸得深、吐得匀

如磐石，始终控制在丹田之中。 

    在其他各个项目的训练中，老师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学生要提住气，同时在走每一个项目的过程中，都要求有力度

脆利落。这样的话，就如踢腿的这一最基础的项目，它必须是控制住上身立腰提气，在腿踢上来的一刹那时，腰腹部用

会有力度的踢上来，上身也会既挺拔，又不僵。 

   （ 二）唱腔中气息的运用 

    在唱腔中声音是靠气托出来的，气息是发声的动力，因此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控制自己的气息，做到用气自如

情的、深沉的、稳重的低音，还是激昂的高腔，唱来均能音质饱满、气完神足。有人曾经研究过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的演唱

气外部是看不见的，气吸得深、吸得自然，唱起来喉咙不使劲，气息控制得非常自如。 

    由于戏曲的表演艺术讲究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融为一体，因此，有了丹田气后，嗓音运用得如何，关键在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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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昆曲中没有过门，唱一、二十分钟的曲子，而且边唱边舞，一气合成决非易事。那么在戏中唱曲时，怎样才能用丹田

音，使唱出来的腔和音铿锵有力，唱得响亮、圆润呢？那就必须认真地研究在声腔艺术中的偷气、换气、提气、歇气

喷气、吐气、放气、收气等技巧的运用。一般戏曲的程式中开唱前有让你歇气的动作或锣，在这些过程中要提住气、

观众察觉到你在歇气；在开唱之前必须先用鼻孔把气深深地吸足（也可以用嘴吸气，但要注意形象），储存在丹田之下

腔和动作，缓慢而均匀地吐送出来。换气和偷气同样是继续吸气的意思，但用处不同。换气一般是在句末，或是音阶较

之处，在末一、二拍上续吸一口气，使丹田下增加储存；偷气则在句中，或是音阶较密、节奏较紧之处，在一拍之下

口气，以补充不足。换气、偷气都要轻、要快，忌重、忌慢。随着剧情的变化在气息运用方面还有“音断气连，气断

这些方法非常好，在训练学生声乐时，我们也用偷气、换气、提气、歇气、缓气、沉气、喷气、吐气、放气、收气等方法

后，学生进步非常大。 

 

二、体验学习声音造型 

    净(花脸)的唱法 净(也称黑头)的唱法在戏曲中是比较突出独特的。它所给人的印象是豪放、气壮山河的气派。

讲，这种唱法是较充分地发挥了诸发声器官的功能。净演唱时发声器官的具体发声状态是：喉咙全部打开．共鸣腔积

的作用，而且运用的是联合共鸣法，再加上气息运用得当，因此，能发出如雷鸣的、威力强大的声音。从共鸣运用讲

利美声唱法中的戏剧性男高音的声音效果，这种唱法，在表现人物性格上，具有强烈的色彩和威力。让学生体验学习净

学生寻找共鸣。我让学生学习《下陈州》中的唱段，体会喉咙全部打开，共鸣腔积极参与，再加上气息的运用，学生

用体会比较深。 

二、学习体验戏曲声乐表演的程式化 

    戏曲是一种综合性的歌舞表演，并不是单纯抒情的声乐和舞蹈表演，而是戏剧性的歌舞表演。这种戏剧性的歌舞表演

化的。戏曲演员在运用歌舞手段创造角色的时候，一般地不是采取从生活中直接提炼形象的做法，而是在前人创造的曲

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革新，赋予传统曲调和动作以新的面貌，来适应刻画人物固定；既连续不断，又相对间隔：在一

台上创造出独特的意境，对生活作出广阔的形象概括。正如梅兰芳所说：“把无限的空间都溶化在演员的表演里面。

    戏曲声乐表演的程式化，戏曲声乐表演中除了应根据行当的声音造型把握其规格外，还应在表演中运用程式化的形体

和脸部表情来表现人物特征。各不同的行当的形体程式不同，如老生、小生和花脸的“提襟亮象”的手形和脸部表情

花旦、青衣、影旦的形体感觉，随身小道具、程式化的化妆发型也不同。其实戏曲声乐表演中由于行当不同，其唱腔

形体、手势、眼神、服装、化妆等程式均不同。我们在学习戏曲声乐表演中已经认识到行当对声乐表演的制约性，同

式表演的内容进行广泛证实，如我们搞清了什么程式所表现的是什么内容。这样在运用程式表演时应我们注意其形体的

似，同时又注意其内容的准确性即神似，做到“神”、“形”一致。 

    如我让学生学习了解小生温文尔雅、风流倜傥；花旦天真活泼、小巧玲珑；青衣端庄稳重；闺门旦娇柔婀娜、含情

稽诙谐；武生武旦威武刚健；花脸刚劲、奸诈、阴险等等，提高了学生的表演能力. 

四、理解感受戏曲声乐表演的虚拟性 

    戏曲表演的虚拟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从早期的“实拟”到后来的“虚拟”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实拟指“以人作

桌”，“以人作椅”以及作“秋千”、“案桌”等，到后来通过程式化的手势就可以表示出开门，关门，无椅虚坐。

便可“骑马大奔跑”，并从中增加表演难度，强化了其艺术技巧性。又如在时空的变化上，只需通过一句说白，或一句唱腔

蹈，就可表示“穿长街，过短巷”，“过了一山又一山”，“就如腾云驾雾来”，即表演者指山即“有山”，指水即

的虚拟性表现手段是靠我们理解去感受的一种创作自我感觉。具体训练动作开门、关门、上楼、下楼、划船、骑马、

作，哭笑惊惧等表情,增加学生的表演能力。 

五、学习戏曲的眼法训练 

戏曲表演，很讲究统一的美，为表现剧中的一个情节、一个身段或一个表情，不仅对身体的躯干有一定的要求，而且

眼神也同样是十分讲究的，所以戏曲界有句"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的谚语。这句谚语强调了眼睛在面部表情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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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可以说，只有脸上的表情而无恰如其分的眼神来配合，就会使观众对当时的剧中情节不能有较明确的理解。所以一

员，要在舞台上达到"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以眼传神"的基本要求，就要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通过这种训练，逐渐掌握表

绪、情感的眼部形态以及运用的方法，以求在艺术效果上达到所要表现的目的. 

    吸取表演中的眼神，来源于生活，但比实际生活更高，它是经过加工、提炼、美化而具有艺术性的眼神，它的表

型。戏曲表演所运用的眼法，是随着剧中人物的感情变化而变化，哪怕是在瞬息之间，所以这些眼法，不仅有虚有实

有时还用欲闭先睁来突出眼神的变化；有时又用欲睁先闭的方法以对比来强调眼神；有时用柔和舒慢的方法，渐渐地把眼神送出而后

凝聚"定神"（对这种眼法，在渐变的过程中，术语上称之为"把眼神送到家"）；有时则用快速有力犹如箭离弓弦刚脆的

种眼神，在其衍变中，我们把它归纳为"甩头、变脸、亮相"的术语）。运用这些千变万化的眼神，溶于身段表演之中

性格和内心活动，正是我们戏曲所具有的特点和风格。所以，一个演员必须经过眼法的严格训练，才能掌握其中的奥

的眼法，去为自己塑造任务服务。 

    训练方法： 1、左右转动    此练习，在舞台上常用于表现人物的思索和左右观望；  2、上下转动     此动作

台上的人物，上下打量一个人或物；3、  环动     此动作，常用于表现人物通过思索计上心来；4、定神   此动作

相时 ；5、对眼    此动作，常用于表现人物昏厥前的眼神，以及呆滞或焦急之情；6、远望     此动作，多用于表

人、看物或盼望；7、近看    此动作，常用于表现观看眼前的人或物；8、喜、怒、哀、怕、羞、恨、愁、狠、呆、

部各部位与眼法的配合训练。  

六、其他方面的借鉴  

    戏曲舞蹈的基本功的训练有：1、借鉴了戏曲舞蹈中的口诀（动作的走向：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前先后、逢

本口诀）。2、从身段训练的方法来看，借鉴了戏曲舞蹈中的运动规律——“平圆、立圆、八字圆”的运动路线的规

的借鉴。如：飞脚、拧旋子、扫堂、虎跳、踺子、小翻、提等。⒋典型步法的借鉴如：丁子步、小八子步、踏步、掖

用戏曲舞蹈、戏曲片断和戏曲基本功来训练学生，提高了学生的表演力。 

    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还要借鉴更多的姊妹艺术，为我

彩，提高教学能力。 

  

[[[[1]1]1]1] 

［

� 上一篇文章： 探究古典舞基训中的纵横结合教学法  

� 下一篇文章： 小议舞蹈与声乐的意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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