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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腔技巧的概念及定义

花腔技巧，是欧洲美声唱法的一种技巧之一，最早出想在

欧洲中世纪宗教演唱的歌曲中，那时的花腔并没有现在的花腔丰

富多样只是在歌曲旋律上简单的加一点装饰音而已。花腔唱法是

被斯卡拉蒂为代表的拿波里学派推向最高阶段的，原因是他们十

分热爱花腔这种风格特殊并且发声华美的歌唱技巧。这种西洋发

声技巧已经融入中国声乐文化艺术中，这是值得我们发扬和学习

的。在中国“花腔”是以歌剧的形式传入的，它最早出现在

安徽的黄梅戏和河南的宛梆中，与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花腔唱法是

有很大区别。到了19 世纪歌剧诞生了，一些歌剧上有很多作品

旋律中都出现了需要用花腔来进行演唱的音阶、装饰音、跳音

等旋律。到了20 世纪花腔这种发声技巧也通过歌剧逐步传入了

中国，它因为是属于一种我们吸收和学习的声乐艺术演唱风格与

我国传统的声乐发声方法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国的一些歌唱家们

为了让这种优秀的外来声乐演唱艺术在中国有所发展，开始进行

不断的探索与研究，甚至直接到欧洲的国家留学，学习他们的发

声方法与技巧再回来为下一辈传授这一门优秀的外来声乐演唱艺

术，直到今天。

2 　声乐作品《春江花月夜》的概述

2.1创作背景

《春江花月夜》原本是一首中国古代的琵琶曲，原名为《夕阳

箫鼓》。20世纪30年代被上海大同乐会改变为民族管弦乐名为《春

江花月夜》。后来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徐景新先生，在根据

民族管弦乐与西方的花腔唱法结合中国民族音乐改编成了一首内

容丰富的声乐随想曲。本曲带有随意性整首歌曲篇幅较长，将人

声与钢琴相结合形成一首规模较大的民族花腔声乐作品。由民族

管弦乐改编而成的声乐随想曲《春江花月夜》，是一首与文学相结

合的声乐作品。徐景新，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代表

作有《难忘的战斗》、《苦恼人的笑》、《她俩和他俩》等。《春江花

月夜》是一首唐代诗人张若虚的古诗词表达出了一幅世间至美的

风景，使这首诗一直被人们所流传至今。声乐随想曲《春江花月

夜》歌曲本身主要以“月”为主题、以江为场景，歌曲旋律平稳

舒畅、古朴和谐、节奏平稳。演唱者在演唱时要表达出歌曲一幅

宁静优美、惝恍迷离的景色。花腔部分的唱段更为本曲添加了浓

郁的风格特点，它跳动灵活的唱段纤巧华丽，节奏舒缓明快让人

一听就能想象出一幅静谧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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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音乐特征

由于这是一首与文学相结合的声乐作品，当我们在演唱时要

注意旋律的流畅并唱出在咏颂诗歌的感觉。这对演唱者来说难度

是比较大的，在演唱时不仅要控制好气息的连贯性和平稳性对咬

字的要求也是很高。整首歌的歌词表达的是一幅宁静幽远的景象，

旋律优美平稳。所以，演唱者在演唱时不能太注重咬字，要保持

声音的连贯性让整首歌曲的流动性展现出来。

花腔部分的唱段也有人声器乐化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因为这

首曲子原本是一首由琵琶弹奏的古曲，琵琶的音色是比较悠扬的

就像诗里所写的一样“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

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种峥崆的音色就像声乐随想曲

《春江花月夜》里的花腔唱段一样，跳跃的花腔技巧跟琵琶弹奏的

声音一样灵活跳跃，整首歌曲不仅保留了原本琵琶弹奏的风格特

点，而且还表现出我国当代作曲家有新颖的创作手法，更体现出

的了我国声乐演唱技正在逐步的发展和进步。

歌曲的副歌部分是由在乐器琵琶的引领下，采用灵活跳动的

花腔唱段。跳动灵敏的花腔技巧与琵琶的颗粒弹奏性是息息相通

的，不只保留了琵琶本来的古曲特征又表现出了人声花腔技巧的

拙劣唱法。演唱者必须要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并对声音要有一定的

控制力，才能展现出花腔灵活跳跃的清晰准确度。

2.3曲式特征

随想曲，是西方音乐创作的体裁，曲式相对自由具有随意性。

声乐随想曲《春江花月夜》就是采用了西方的创作体裁，花腔唱

法与我国的文学古诗词相结合可以说是创意新颖有特点。这是一

首在现的三部曲式为民族调式，是一首与西方音乐相结合的音乐

作品。整首歌曲意境柔美，采用了变奏曲式其结构较为紧密。全

曲巧妙的运用了我国民间音乐中“换头和尾”的创作手法。因为

整首乐曲每个乐段大多数都使用了“合尾”的写作手法，所以每

个乐段都为商调式，乐段主调分明，并没有离调或移调的段落。整

首曲子共分十个乐段就像十幅的优美的画面一样样，分别为江中

鼓楼为音乐主题、月上东山为变奏一、风回曲水为变奏二、花影

层台为变奏三、水云深际为变奏四、渔歌唱晚为变奏五、回阑拍

岸为变奏六、桡鸣远籁为变奏七、欸乃归舟为变奏八、最后到尾

声为歌曲的再现。

3　花腔跳音技巧在作品《春江花月夜》中的具体运用

3.1腔体的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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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体，分为头腔、口腔和胸腔共鸣三大部分，在演唱时我

们的各个共鸣腔体是充分打开的。这样才有厚实通畅的音色与音

量。我们要控制好嘴巴里的肌肉，歌唱是有一种肌肉记忆力

的。我们歌唱时的腔体要经过肌肉的控制充分的打开，为发声

构出良好的共鸣环境。我们可以通过打哈欠、吸气来进行腔体

的打开。歌唱的共鸣腔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调节的共鸣腔

体，比如咽喉腔、口腔；另外一种是种是不可以调节的共鸣

腔，比如胸腔、鼻腔、头腔该乐段的跳音是由高到低，在演

唱时演唱者的腔体位置不能掉，位置保持统一音色保持一致。

特别要注重跳音之后的二分音符位置跟音色也要保持统一。

这一部分的演唱相比之前花腔部分的演唱速度相对来说有所

加快、难度有所加大，对于演唱者来说不仅要有很强的气息把

控，腔体相比之前的演唱更要打开的大一些。在跳音的部分声

音位置要集中，气息往下沉搭上胸腔位置往头顶的方向走。这

一部分都是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连在一起的，演唱者必须要把

音符的时值演唱清楚，更要把每个音符都唱的干净零落不能拖泥

带水，速度要保持一致，不能越唱越快也不能越唱越慢。

3.2气息与共鸣的统一性

对于花腔唱段的部分跟大线条的旋律相比更要注重气息与共

鸣的统一，演唱者只有在正确的深呼吸下支持才能更有好的气息

来完成高难度的演唱。演唱时不仅要做到大幅度的音阶跑动还要

做到声音位置的统一、花腔的准确性、清晰性和均匀性。声音

的位置要往头腔方向的高位置走，音色要明亮干净有力、气息

要平稳流畅。小腹的着力点要尽量放低，笑肌往上提尽量让自

己兴奋起来声音往头腔方向往上往前唱。呼吸是歌唱的基础，

气息是歌声的动力。在演唱到大线条需要舒展表达歌曲一定情感

的旋律时，一定要有正确的呼吸良好的气息一共鸣相结合，这

样才能表达出歌曲的流动性。

这一部分是整首作品的尾声，是整首作品的再现部分。这

部分的音域旋律线条较为宽广流畅，演唱者要唱出一种从跟前面

花腔部分完全不同的气势和感觉，整体要非常注重气息与共鸣的

统一性，它不仅有大线条流动性的旋律还要演唱出非常抒情气势

磅礴的古诗词。在演唱这首作品时正确的呼吸是十分重要的，

没有正确的呼吸就不会有良好的气息支撑。歌曲的开头结尾都是

单由“呜”字音来引出和结束整首作品，给人一种幽静、平

缓的意境。

3.3演唱中的整体运用

这首作品旋律古朴优美，演唱者在演唱引子的时候就要做到

音乐流畅自如，找头腔共鸣的位置气息流畅。演唱时不管是发

声位置、情感表达还是肢体语言，都要做到自如流畅不能僵

硬。还要做到咬字清晰、字正腔圆、优美连贯，这样才会演

唱出整首歌所表达的意境。在演唱这首作品之前，演唱者首先

要了解清楚整首歌曲的旋律特点及情感表达，了解清楚之后在演

唱过程中要把自身所体会到的感情投入进去，使整首曲子有个突

出的情感表达。在唱跳音部分的旋律时，特别要注重的是发声

的位置，声音状态要集中有颗粒性通透性。要唱出该唱段欢快

跳跃、辉煌明亮的风格特点，演唱时气息往下沉发声的位置往

高处走，这样唱出的花腔才有灵活性、通透性。整首作品的尾

声是要以一个大气磅礴的气势来进行演唱的，演唱者要注意歌曲

线条的流动性，同样的发声的位置不能跨控制好气息线条保持一

致，投入自身的感情结束全曲。

4　结语

通过对花腔技巧的研究和学习，让我知道了如何正确训练花

腔技巧和如何在一首花腔作品上正确运用和表达花腔技巧。我国

真正的花腔女高音并不多，我们要借鉴和学习好这种西洋发声方

法，以便于传承我国的特有的民族声乐文化。我们要运用好自

身良好的唱歌条件来进行正确的发声训练与学习，中国的花腔女

高音主要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很有我国特有的民族韵味，不像西方

的花腔情感表达强烈、花哨多样。所以，我们在演唱一首中国

花腔作品时更要注重花腔部分的演绎。在我国花腔技巧的表达与

运用一般多在艺术歌曲中，它超高超广的音域不仅轻灵而且还震

撼人心。人们常常把花腔唱法比作百灵鸟美妙的叫声。 《春江

花月夜》这首大型的艺术歌曲，再次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锦上

添花。我们要结合西方音乐文化，运用好西方音乐文化的优点

为我国声乐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这首作品是将我国的

文学、民族音乐特色、乐器相结合，然后采用了西方的创作手

法和演唱技巧，这不仅体现出了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

而且还体现了我国著名作曲家徐景新先生创作手法的精湛。我们

要正确使用歌唱技巧，更要知道如何正确掌握好花腔技巧在一首

作品上的运用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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