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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歌剧《白毛女》，创作完成于 1 9 4 5 年，其音乐是在民歌

和戏曲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它是在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当时的解放区产生的最具影响

力的作品之一。《恨似高山仇似海》是 " 喜儿”的唱段之一，

也是整部歌剧中最具有戏剧性、技巧性和代表性的唱段，把它

作为比较的对象，以一管窥全豹，既方便本文的论述，也足以

说明本文的主旨。

1  尤泓斐与谭晶的艺术经历

1.1尤泓斐的艺术经历

尤泓斐，出生在黑龙江省、松花江畔历史悠久的古城" 呼

兰县”。呼兰县为"蒙古、回族、朝鲜族、达斡尔族、壮族、锡伯

族、赫哲族、汉族、满族”等多民族的聚集地，其中以"汉、满”

两族居多。呼兰县的悠久历史及多民族文化，给尤泓斐的艺术成

长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喜爱唱歌的尤泓斐，自幼即突显出

非凡的"艺术天分”。因其对歌唱的超常热爱，让最初不赞成其"

学习音乐”的父母，亦为其对声乐的执着所"感动”，由不同意到

支持。故此，由初中起她便开始展开了专业声乐学习。由初中至

高中，尤泓斐每周六都需只身坐火车去哈尔滨上课，通过多年的

努力，终于考上了声乐学习者们都梦寐以求的学府——"中国音

乐学院”，就读于歌剧系，多年的艺术梦想得以实现。

1.2谭晶的艺术经历

1977年，谭晶出生于山西省侯马市"音乐世家”， 在她小时

候，有一首风靡全国的歌曲叫《妹妹找歌泪花留》，某天不经意间

她便哼出此歌曲的旋律，由小便呈现出过人的"音乐天赋”。显然

此天赋和父母遗传基因有极大关系。谭晶父母为优秀的"独唱演

员”，父母演出时常将谭晶带在身边。故此，谭晶在很小的时候便

接受到了音乐的熏陶。父亲发现谭晶歌唱有过人天赋之后，由小

便培养其进行音乐学习。考入山西大学的谭晶，于民族声乐学习

上进步飞速，可其为满足妈妈心愿而决定退学重新参加高考，学

校教师不想失去此非常有潜力的学生，多次劝谭晶母亲让谭晶留

下，可其母亲毅然为其办理了退学。谭晶于1994年重新参加高考，

最终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进"中国音乐学院”的声歌系，师从

朱以为教师学习“民族唱法”。毕业后，谭晶考入"总政歌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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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恨似高山仇似海》是歌剧《白毛女》中最为经典的选段之一，怎样把这个选段唱好、演好，是每个歌者最为关心和
重视的问题。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尤泓斐和谭晶从艺术经历、演唱技巧和舞台表演个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和比较，重点以“喜儿”这个角色的代表性唱段《恨似高山仇似海》为例加以分析，通过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两者在声乐表演艺术上
的异同。通过研究她们对同一作品中同一角色的不同艺术处理，彰显她们各自的艺术风格，使我们在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发展道路上
得到一些较为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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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尤泓斐与谭晶演唱的《恨似高山仇似海》之演唱探究

2.1 尤泓斐《恨似高山仇似海》的演唱特点

一是，美声唱法的运用。美声唱法，极其关注声音技巧，

要求演唱者首要标准为 " 声音优美”，重视气息的应用、声区

统一、音域宽、声音连贯优美及饱满圆润为其主要特点。美声

唱法不管由发声或是演唱风格及技巧，皆具有科学、系统、完

整的理论及规范体系。在《恨似高山仇似海》的演唱上，尤

泓斐主要采取美声技巧，让听者感受到与以往不同的声音差异。

以往演唱者皆采取民族唱法，故此，我国观众对此唱段产生固

有模式，以为《恨似高山仇似海》只可采取民族唱法，方可

体现我国民族歌剧特质。可是，伴随美声唱法于我国的发展，

很多民族唱法的演唱者于其演唱内皆有程度不等的美声唱法的应

用，以完善演唱。而欣赏者，其审美习惯亦逐步改变，渐渐对美

声唱法具有了新的认识。尤泓斐在采取美声技巧演唱民族歌剧上，

主要具有呼吸的运用、声音连贯、音量控制等几点显著特征。

二是，民族性的体现。中国民族歌剧特有的审美特征为"韵

味”，运用美声技巧演唱中国民族歌剧务必于演唱及表演中关注民

族"韵味”的表达，如此方可充分呈现出中国歌剧的"民族性”。

尤泓斐于《恨似高山仇似海》此段的演唱上，既注重美声技法，亦

关注到民族"韵味”的表达。不管是唱腔或是于民族语言及情感

上皆呈现出中国民族歌剧的" 审美价值”。尤泓斐于其歌剧演唱

上，吸收了"民歌与戏曲”演唱技巧的优势，丰富了人物及声音

的"艺术张力”。

2.2谭晶《恨似高山仇似海》的演唱特点

一是，民族与通俗唱法的结合。谭晶在"恨似高山仇似海”一

句内的"高山”两字的演唱上，采取了拖腔技巧，将内心那种多

少天、多少夜、用言语都无法表达的内心的恨就在这"拖腔”的

应用中，充分的表达出来；而仇似海的"海”字演唱的处理上，谭

晶则采取了通俗技巧的处理方法将"海”字说了出去。通俗唱法

于上世纪30年代于我国广泛流传。其主要特点近似说话，发声自

然，在中声区采取真声演唱方式，高声区则通常状态下采取假声

唱法，则极少使用"美声、民族”唱法所强调的共鸣，所以，通

俗唱法的音量较小。谭晶在"海”字通俗唱法的处理上，打破了

以往或民族、戏曲及美声的处理手段，而是采取了更加贴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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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倾诉一般娓娓道来的处理手段，一下拉近了观众距离，

让听者产生一种真实之感，让闻者为之动容。谭晶说：" 我喜

欢流行音乐，听起来非常轻松。我还喜欢男生歌曲，尝试翻唱

许多似《十年》及《吻别》英文版的男生歌曲。于《十年》

演唱的处理上，与陈奕迅存有差异，于高音处用了一点假声。

在流行歌曲的演唱中，我更加关注感情‘自然流露’”。

二是，生活化的表演。在演出结束后，记者在第一时间里连

线谭晶，且祝贺其《白毛女》的首演成功。谭晶笑言："初时接受

此任务之时，多多少少是存有一些顾虑的，我在演唱风格上属于

"民族与通俗”两种唱法的结合，而此部歌剧为传统的"民族歌

剧”，其带有浓郁的"戏曲”味道，唱腔皆为板腔体。加之前辈艺

术家们所扮演的喜儿已经深入了观众的心中，给他们留下了非常

美好的回忆，而我民通结合的的演出能否带给观众新的感受，能

否为观众所接受，是我所担心的。

2.3尤泓斐与谭晶的演唱给予的启发

一是，中国民族声乐多元化的发展。伴随全球化经济的飞速

发展，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音乐趋向全球化、多元化、市场化

的发展。当下，世界思想文化正在以难以想像的速度在"吸纳、渗

透”或 " 抵御、斗争与排斥”。尤其飞速发展的中国，随着

社会的不断变革，敞开的国门，越来越开放的市场，迎来世界

各地的文化理念，思想观念日趋 " 多元化”。我国的声乐艺术

也在不断发展，且于多元文化背景下催生出多种音乐共存的模

式。目前，愈来愈热门的跨界演唱，以其 " 多元化”的演唱

模式而为各个阶层的不同背景的听者所接受，同时，歌者自身

亦无须再为固定的" 民族、通俗或美声”等唱法所制约，进而

最大化的拓展了自由发挥空间。此无疑推动了声乐艺术发展。

尤泓斐与谭晶演唱风格的形成，亦正是于如此" 多元化、包容

性”的文化艺术氛围内生成，且于此艺术土壤里不断的茁壮成

长，进而获得极佳的艺术成就及效果。

二是，传统音乐的继承。于尤泓斐与谭晶两位歌唱家最明显

的特点是对传统音乐的继承，在继承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展开多

元化的吸纳学习。传统音乐，为我国国粹，为中华儿女历经了五

千年的智慧结晶，是我国民族的象征。声乐教学活动中，教师首

先需让学生掌握传统声乐发声技巧，让学生在熟练掌握传统声乐

技巧的基础上，展开美声、通俗等唱法的拓展练习。并且，在演

唱实践中，将三者依作品风格完美的融合于一起，而非技巧单一

的演绎作品。

3  结语

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尤泓斐与谭晶

从艺术经历、演唱技巧和舞台表演的三个方面,对歌剧《白毛

女》中的重要选段《恨似高山仇似海》的演唱进行分析比较，

通过研究她们对同一作品中同一角色的不同艺术处理,彰显她们各

自的艺术风格。由此得到一些对我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较

为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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