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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腔行字 
——美声唱法歌唱训练分析 

庞白 

（四川传媒学院  四川成都  610011） 

摘要：在美声唱法中，其关键目标就是由演唱者将歌词利用富有音乐化的声音呈现出来，并且赋予歌词一定的情感。因此在演

唱的时候，无论情感表达方式，还是咬字与吐字都极为关键，并且与日常的语言方式存在极大区别。所以对于声乐学习者而言，需

要掌握到其中的技巧与方法，做到声区统一，富有力度与音色变化。有关歌唱中字与腔的问题一直都是广大声乐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问题，而以腔行字作为美声唱法演唱训练的其中一项方式，能够让演唱者的表演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演唱将听众带入到歌曲

意境中，同时也将歌词情感立体化表达出来。本文首先分析以腔行字与美声唱法的练习，其次从几个方面深入说明并探讨应用以腔

行字方式开展美声唱法歌唱训练的具体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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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声唱法字产生开始，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创新，已经初步成熟，

并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善的商业体系，美声唱法既涉及到高深的技术

与方法，同时又具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审美观与艺术风格。但是在实

际歌唱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声音连贯且圆滑、嘹亮且有穿透力，

精准传递歌词情感的同时，也能引发听众的共鸣，这是值得深入思

考的问题。 

一、以腔行字与美声唱法的联系 

歌唱属于艺术形式中的其中一种，在歌剧歌唱阶段，需要关注

声音与语言两者之间的结合，但是究竟是采用以腔行字的唱法，还

是采用以字行腔的唱法，诸多声乐家之间出现观点分歧，他们一直

在不懈分析研究立字与立腔，力求可以突出语言唱腔的歌唱中起到

的作用。 

（一）咬字与吐字联系 

我国传统戏剧始终坚持采用以字行腔的唱法，声乐训练也是如

此。字正腔圆是曲艺领域演唱的精髓所在。魏喜奎作为戏曲演唱家，

一直以来都是一贯奉行“字正”的唱法原则，同时自我国曲艺界兴

起至今，也是在采用此种唱法原则，后来这一原则逐步延展到声乐

领域【1】。首先，要做到字正，目的是为让听者产生兴趣，促使其能

够在听的过程中理解唱词内容，一字一句都要咬准字音，使唱腔能

够流畅发音。其次，要做到吐字准确，确保唱词中的每一个字的

“正”，行腔应充分“圆”滑，如此才能突出唱腔的醇厚柔美、婉

转细腻。 

相比于汉语，意大利语在因素与发音方面都相对简单，尤其是

音节组成，并不会涉及到较为复杂的归韵，每个音节只有五个元音

以及二合元音、三合元音【2】。元音单纯且音节响亮，便于形成歌唱

共鸣，而且在歌唱过程中每个单词还能够结合歌曲旋律，将音节进

行重新的支解与组合，前一个音节结尾的辅音能够与后一音节开头

的辅音衔接起来进行合并发音，此种发音方式的阻碍程度相比于汉

语要低得多，便于更好的达到美声唱法的连贯性要求。美声唱法虽

然也强调“字正”，但是在与我国传统戏剧与民族唱法却存在着技

术层面的差别，主张缩小吐字，尤其是发音部分一定要慢慢将子音

的发音变小、变轻，但是要做到圆滑、不拖沓，演唱阶段不会受到

歌词与语言方面的约束，借由声音去传递情感，注重以字服声，以

声服腔，在确保建立良好发音状态的基础上，尽量将每个字咬清楚。

所以说美声唱法训练的本质，是立腔为先、立字为后【3】。 

（二）声音转换联系 

在我国传统戏剧以及民族唱腔中，其咬字方式也较为特殊，而

特殊的目的是要凸显出“嘴皮子”的功底，而且用心聆听与体会可

以发现，在子音与母音发音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分离感。与

美声唱法显著区别在于，字头、腹、尾三个位置的声音会连接在一

起，但是字头与字腹、字腹与字尾之间的声音转变节奏会放缓。 

在美声唱法中强调整体共鸣，这一点是与中国戏曲唱法存在的

最大差异之处。美声唱法注重以腔行字，且美声唱法是以意大利语

言作为基础，对于声音有着极高的要求，在行腔的过程中其关键是

要声音形象保持相对稳定一致性，声音要做到连贯、统一，如此才

能促使共鸣系统发挥出效能，在喉头保持呼吸位置的状态下，通过

呼出气流的方式产生声带震动，使打开的共鸣腔体能够均匀完全的

共鸣【4】。美声唱法中，母音、辅音的位置均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为

了让声音更加浑厚、醇正、统一，通常会采用声母与韵母分离发音

的方式。 

二、以腔行字—美声唱法歌唱训练的建议 

（一）处理好咬字与发音的关系 

中国绝大多数的美声歌唱作品都要求演唱者有过硬的汉语基

本功。针对美声唱法中涉及到的咬字、发音的问题，需要从基本的

普通话开始抓起，加大普通话中的前翘舌音、平舌音以及后鼻音的

练习力度，从而了解各种发音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结合韩

语歌曲中的发音特征，继续展开发音的强化练习，从而使发音更加

准确、咬字更加清晰。以《我爱你，中国》为例，这是一首充满了

浓浓的爱国情怀之歌，深切地表达出对于祖国的无限热爱眷恋之

情。而且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属于一首抒情诗歌曲，在应用美声唱

法演唱歌曲的过程中，首先要正确地把握发音和咬字的关系，嗓音

必须和作品融为一体，在高声调位置需要将喉咙完全打开，但也要

确保吐字的清晰度与准确性，充分掌握到以腔行字的美声唱法技

巧，做到音色柔和、音质纯净、声音转换流畅。运用小腹呼吸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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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支撑保证声音的收放自如，旋律音要连贯匀称而灵巧，跳音与

装饰音要灵活富有弹性，融入真实情感于演唱当中，技法方面要嗓

音洪亮浑厚，咬字清晰【5】。 

（二）明辨字音高低升降 

演唱者要学会分辨每一个字字音的高低升降，在演唱发音的过

程中文字经过口腔中的喉音、齿音、牙音、舌音都要做到清晰明确，

精准的把握是浴池发音的准确性以及发音力度，辨别词汇的收音与

韵律。依旧以《我爱你，中国》歌曲为例，在这首歌的开场白部分，

展现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以一种生动的音乐形象表达出海外游

子对于祖国母亲的无限思念与赞美之情。这一段的演唱要求演唱者

将口咽腔完全张开，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上声的调整，使之与曲调完

美配合，掌握语言的节奏，控制好呼吸，以头腔共鸣作为辅助声道，

要保证唱的连贯、通畅、饱满、响亮。歌词中百灵鸟的“灵”可以

将声音略微放松，灵活自如的运用好歌曲本身所表现出的意境情

绪。在唱到“鸟”字时，要将喉咙的位置放低，充分打开口咽腔，

用轻松自然的方式将汉字说清晰，适当增加气息的运用。在演唱到

旋律中有大跳的音程部分，需要进行张口换气，这样有利于口腔的

打开，从而使换气彻底、迅速且无声。在此种状态下，气息也会比

较积极，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到深处，让咽喉保持弹性从而使发出的

声音更加丰满扎实。最后是要留意歌曲演唱过程中的连贯性，在开

场白部分的第二句“我爱你”，是整首歌曲进入到高潮部分的重要

标志，也是扣人心扉的部分，音乐的旋律开始跌宕起伏，高音部分

也是最为精彩的部分他让这首歌的情感气氛更加浓厚，所以演唱者

及要全身心的投入其中，而且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演唱状态。 

（三）加强吐字技巧训练 

从声乐理论角度出发归纳出吐字于咬字的技巧，在美声唱法歌

唱训练过程中，需要加强吐字与咬字的训练力度，如此才能呈现出

良好的演唱效果。通过观看过声乐演唱的音响资料后，发现很多演

唱者均出现了相同的现象，演唱的整个过程声音浑厚且响亮，音域

的上音区共振非常良好，但发音模糊不清，进而对整体的音乐效果

带来影响【7】。这是因为演唱者及关注声音的塑造，却没有重视歌词

的咬字吐字所导致的。因此一个天生嗓音与音乐感觉都较为良好的

演唱者，在应用美声唱法演唱汉语歌曲的过程中，会全神贯注的让

自己的歌声变得更加悦耳、更加洪亮，而忽视了歌词本身要传递的

情感以及咬字吐字在演唱中的重要性，以至于听众既能听到节奏与

旋律，却难以听清歌词，这就是所谓的“音包字”现象。产生这一

现象后会对演唱者整体的音乐表现力造成直接影响，而且在歌词无

法听清的情况下，那也就偏离了用声音语言传递情感、感染听众的

目标。在《我爱你，中国》的最后一段，仅应用一个“啊”来表达

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让音乐情绪达到了顶点。这一段也是要求演唱

者将情绪以及声乐技巧淋漓尽致发挥出来的时机，这是呼吸要保持

稳定，肩膀向后展开，以便于更好的表达角色情感。 

（四）掌握咽腔共鸣 

因为唱歌是用身体作为音乐的工具，而身体本身就是一种不断

变化的运动状态，这给构建演唱状态造成了诸多的困难与障碍。因

此要想做到以腔引字，还需要掌握咽腔共鸣，也就是先先将自己的

身体稳定下来，就像是一种固定的乐器。全身按照从前向后、后脑

勺后仰、后颈后仰、由内向外的方式进行发力，同时还要将全身的

肌肉、震动的力量，都凝聚在一个最小的支撑点上。第一个支撑点

是喉咽壁靠后靠下的位置，也是声带向后收缩、闭合阻气力的中心；

第二个支撑点是将头部往上提的中心点；第三个力量则是来自于腰

部，这是一种将力量和呼吸都集中在身体上的感觉。在这三个力点

的作用下，必须要让自己的胸口和后背的反作用力保持平衡，当后

脑勺向上拉力与后背翻转力量之间产生对拉作用的时候，会感觉到

自己身体有明显的向外扩张，此时身体就会变得更加紧绷，这样就

可以稳定自己的身体，从而更好的利用咽腔发声引字。其次是要竖

立坚定的咽喉共鸣管。舌骨的弹力伴随后脑勺向上的力道而向上，

与喉头的力道形成对抗。软腭力量向两边呈紧绷状态，与舌根下压

的力道形成对抗，后颈向下的发力并且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拉力。在

这种作用力的平衡下，会厌会呈现竖直、以半管的形式与咽喉管形

成一个倒置漏斗形的基高管，使咽喉管、鼻咽腔、口咽腔三者之间

形成牢固的共鸣管，并与胸腔和头腔相连。 

要清楚的是，会厌与喉部之间形成的基音管，在改善发声方面

有很大作用，这也是美声、流行、民族唱法中最基本的发音方式。

由于声带下方的空气在通过基因管时会产生的声阻抗，而声阻力与

声门的力量方向刚好相反，因此可以更好的阻挡声门下的气流，并

减少声带肌肉对声带的压力，有效改善发声性能。美声唱法基音管

的形成，一般是指喉部完全打开或者放下的情况下，将喉部的开口

缩小。喉部的收缩与音高、音量有很大关系，音愈高，声音愈是微

弱。喉部收缩的感觉可以尝试用咳嗽的方式来体会发力，体会括约

肌收缩的感觉。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而言，美声唱法属于舶来品，最早起源于

意大利，经过五四运动后才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在中国经过长期的

发展以及广大声乐爱好者的不断创新，其唱法已经富有中国化特

点，一直到今天，美声唱法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演唱艺术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美声唱法当中，如果可以继续加强在咬字、

吐字方面的训练，必然可以从整体快速提升演唱者的演唱水平与艺

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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