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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传统戏曲元素在艺术歌曲演唱中的融合运用
——以《千古绝唱》为例

刘诗睿 

（宁夏师范大学，宁夏 固原 756000）

摘要：中国民族声乐与传统戏曲之间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们深深根植于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中国的人文精神之中，并在长期的

演变过程中相互交织、共同进步。在民歌《千古绝唱》“戏”与“歌”的完美融合中，既能领略到民歌的清新自然之美，又能品味到戏

曲唱腔的独特韵味。基于此本文对民族声乐与传统戏曲的发展流程与《千古绝唱》对传统戏曲元素的综合运用进行了研究，旨在为《千

古绝唱》的研究贡献薄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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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声乐与传统戏曲的发展流程

（一）民族声乐的发展历程

中国土地幅员辽阔，人口稠密，拥有 56 个民族，每个民族有

独特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和语言风格，这些更好的孕育出了民

族声乐的多样性，民族声乐中有的风格粗狂不羁，有的则温婉细腻。

追溯民族声乐的发展历程，其起源可追溯至宋朝后，在当时鼓词、

元杂剧、散曲等新兴艺术形式相继涌现，成为民族声乐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此后的时期，号子、民歌、山歌等民间音乐形式占据

了主导地位；而到了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民族音乐是

戏曲、民歌、曲艺这三种艺术形式的综合体现，是音乐、歌曲、

舞蹈等原始艺术形式在不断演变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各种

民歌、杂剧、戏曲等丰富多样的音乐形态。

（二）传统戏曲的发展历程

传统戏曲的声腔艺术，其根源在民间小调及说唱艺术之中，

通过吸纳各地民间音乐、民歌及方言特色，逐步演化出一套独特

且自成体系的表演声腔。这种声腔艺术因地域差异而各具特色，

可视为民族声乐在历史演进中的新形态，进而催生了戏曲艺术这

一分支。在不断地变化过程中，民族声乐与传统戏曲在演绎手法

和舞台呈现上逐渐分道扬镳，各自发展成为两种独立的艺术表现

形式。民族声乐倾向于渐进式变革，继续以号子、山歌等传统元

素为核心演唱素材；而传统戏曲则脱胎于舞蹈与歌曲的融合，更

加注重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性格，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戏剧声腔艺术，

它要求演员具备说、学、逗、唱等多方面的技艺。

二、《千古绝唱》对传统戏曲元素的综合运用

（一）《千古绝唱》——民族声乐与传统戏曲的璀璨交融

在中华文化的浩瀚长河中，《千古绝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将民族声乐与传统戏曲的精髓进行了融合，其中，这首歌曲以深

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幅壮丽的历史画卷，诉说着

那些流传千古的爱情传说与英雄事迹。歌手在演唱“看山高水长，

路逶迤多辽阔”时，不仅注重汉字的准确发音，更通过音调的起

伏变化，将那份对壮丽山河的赞美与向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而在对“千古绝唱，人间几回伤往事”高潮部分的演唱，歌手则

借鉴了戏曲中的咬字发音技巧，将“绝”“伤”等字的韵味展现

得细腻入微，让听众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也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了那些令人动容的历史瞬间。此外，歌手在演唱“往事如烟，

梦断何处寻”时，严格遵守依字行腔的原则，根据歌词内容和情

感变化，灵活调整音高、音长和音色，使得歌曲的语言音乐形式

独具特色，从而营造出一种梦幻而又迷茫的意境，让听众在欣赏

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深深的怀旧与惆怅。歌手在快唱部分，

迅速而准确地收准音、归好韵，通过唇齿之间的紧密配合，将每

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清晰有力；而在慢唱部分，歌手则更加注重情

感的表达和韵味的营造，通过细腻的咬字和行腔，将歌曲中的每

一个细节都演绎得丝丝入扣，让人沉醉其中。《千古绝唱》是一

首旋律优美、情感丰富的民族声乐作品，还是一首将传统戏曲精

髓融入其中的艺术佳作，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精湛的演唱技

巧，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

人们心中永恒的“千古绝唱”。

（二）《千古绝唱》——曲式结构深度剖析

三段体中情感的细腻铺陈《千古绝唱》这首艺术佳作，巧妙

地将民族声乐与传统戏曲元素相融合，其曲式结构同样展现出独

特的魅力，尤其是三段体（A= 引子 +a+b+a'）的运用，使得整首

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层次分明，细腻动人。引子部分，京胡的悠

扬旋律如同历史的回声，缓缓铺陈开来，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沧

桑与神秘的音乐世界。其独特的音色和演奏技巧，仿佛在诉说着

一个个古老而动人的故事，为整首歌曲奠定了深沉而悠远的基调。

随着引子的结束，主题 a 部分悄然展开。这一部分巧妙地借鉴了

戏曲中的紧打慢唱风格，旋律起伏跌宕，如同情感的波浪在心头

涌动；还融入了流行元素，使得整首歌曲在风格上更加多元，更

加贴近现代听众的审美需求。紧接着，歌曲进入了高潮部分 b 段。

b 段在旋律和节奏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突破，将人世间的悲

欢离合、沧海桑田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手在演唱时，通过加强音

量、提高音调等方式，将歌曲中的情感推向了顶峰，让听众在聆

听时仿佛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歌曲中所要表达的那种凄美至极

的爱情故事。b 段的情感表达不仅激烈而深刻，更在旋律的起伏

中展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最后，a' 部分再次对主题进行了

强调和阐述。这一部分在旋律和演唱风格上与主题 a 部分相呼应，

但又在细节上进行了微妙的变化和创新，使歌手在演唱时，通过

更加细腻的处理和情感的投入，将歌曲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演绎得

恰到好处，让人在聆听时能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共鸣和感动。《千

古绝唱》的曲式结构不仅富有特色，更在情感的表达上达到了极

高的艺术境界。歌手通过三段体曲式结构的巧妙运用，使得整首

歌曲在情感的起伏和变化上更加层次分明、细腻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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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古绝唱》——古典韵味与现代风尚的和谐共鸣

《千古绝唱》不仅在音乐上展现了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更在情感表达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歌曲的前奏中，创作者巧妙

地运用了戏曲元素，通过京胡的高昂与二胡的悠扬相互交织，营

造出一种古典而神秘的氛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

音乐世界；还巧妙地运用了 rubato 这一音乐术语，通过自由的节

奏处理，使得前奏部分更加生动、富有感染力。随着前奏的结束，

主题句缓缓进入，电吉他的清脆、贝斯的沉稳与二胡的悠扬相互

融合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现代感，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曲调。

听众在聆听时，仿佛能够感受到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流行之间的

碰撞与交融，这种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在

歌曲的配器上，创作者将二胡、吉他、贝斯等多种乐器进行融合，

不仅展现出了高超的技艺，还极大地增强了音乐的丰富性，更将

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歌曲的引子部分选择了

京剧之中常见的二黄作为基调，并通过频繁的节奏变化，将音乐

节奏的变动与故事情节所要表达的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千

古绝唱》这首歌曲在音乐创作上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将戏

曲的主要演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巧妙地融为一体，通过多层次

的音乐表达和丰富的情感递进，让听众在聆听时能够感受到一种

独特的音乐体验。

（四）《千古绝唱》——京剧艺术精髓

“抹音”作为京剧演唱中的一种经典技巧，要求演唱者在处

理音节的跳跃时，通过细腻的嗓音控制和咬字技巧，将音与音之

间的过渡处理得自然流畅。在《千古绝唱》中，演唱者演唱歌曲

的第一句“看山高水长，万里风光，琴曲悠扬和千古绝唱”，就

是将“抹音”技巧的经典展现，尤其是对处理“看”“水”“曲”“古”

这四个字时，还巧妙地运用了垫音之后再咬字的方法，使得字与

字之间的衔接既紧密又自然，没有丝毫的断层或割裂感。这种处

理不仅让整个句子的表达更加流畅生动，更赋予了每一个字以独

特的韵味和生命力。以每个字具体来看，在演唱“看”字时，演

唱者以轻柔的嗓音缓缓启动，仿佛是在向听众缓缓展开一幅壮丽

的山水画卷。而在“水”字的处理上，演唱者则通过加强嗓音的

力度和共鸣，将“水”的清澈与悠长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曲”

字的处理上，演唱者更是巧妙地运用了“抹音”技巧，将“曲”

字的音高与音色处理得恰到好处，既符合旋律的走向，又凸显了

歌词的意境。最后，在“古”字的处理上，演唱者再次运用“抹音”

技巧，将“古”字的韵味与力度完美结合，使得整句话的收尾既

稳健又富有余韵。从这些字的演唱上可以看到，演唱者在演唱过

程中还注重了字的韵脚和京剧中的“前后松紧力度控制”方法，

使得整首歌曲在演唱时更加震撼人心，将作品的张力有度地展现

出来。《千古绝唱》中的通过“抹音”等技巧的运用，京剧技巧

与二度创作，不仅展现了演唱者的深厚功底和独特魅力，更为整

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表现力，使得这首歌曲演绎得生动而

富有感染力，让听众在聆听时能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和共鸣。

（五）《千古绝唱》——民族声乐与戏曲艺术的和谐交响

《千古绝唱》将民族声乐的悠扬旋律与戏曲的古典韵味进行

了融合。其中民族声乐以其独特的音色和演唱技巧，展现了中华

民族丰富的文化底蕴；戏曲元素则以整首歌曲增添了一种古典而

优雅的气质，使得歌曲在旋律上更加动人，情感表达上更加深沉。

在语言表达方面，民族声乐注重咬字清晰、发音准确，融入各地

民族的语音特点和语调变化，而戏曲则通过唱腔和身段来传达情

感，其语言表达往往更加夸张、富有表现力，这首歌曲将两种风

格进行了巧妙的融合，使得歌曲在表达上更加生动自然，从而增

添了民族声乐与戏曲的独特魅力，使听众在聆听时能够感受到歌

曲所蕴含的深厚情感。演唱者在处理方面，通过细腻的嗓音控制

和咬字技巧，将歌曲中的每一个字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保留了

民族声乐的悠扬旋律，又融入了戏曲的唱腔特点。例如，在唱腔

的运用上，也借鉴了戏曲中的“抹音”“哭情”等技巧，使得整

首歌曲在表达上更加富有层次感和表现力；在舞台上还巧妙地运

用了民族声乐中的“前后松紧力度控制”方法，以及戏曲中的身

段和表演形式，这些元素的加入，不仅丰富了歌曲的表现力，还

展现了其精湛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艺术功底，更让听众在聆听时

能够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千古绝唱》通过巧妙的融合

与创新民族声乐与戏曲元素的歌曲，不仅展现了两种艺术形式的

独特魅力，还在舞台上为听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更能够感受

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六）《千古绝唱》——京剧舞台跨界融合

在舞台艺术的广阔天地里，《千古绝唱》犹如一股清新的风，

为传统京剧的舞台呈现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传统京剧的舞台

布景中，往往以“一桌二椅”为核心，简约而富有深意，但在《千

古绝唱》中，它巧妙地将传统京剧的精髓与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

例如：在剧情的方开始，在舞台中央将动态 LED 屏幕与 3D 投影

技术的融合，为观众打造了一个虚实交融的奇幻场景。随着剧情

的深入，屏幕上的画面仿佛有了生命，时而展现楚汉争霸的壮阔

场景，烽火连天，战马奔腾；时而细腻描绘霸王与虞姬的深情瞬间，

月光下的温柔对视，生死离别前的深情相拥。在光影的运用上，

舞台灯光不再仅仅是照亮演员和布景的工具，而是通过光影的交

错、明暗的对比，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和情绪，成为了一种叙事的

语言。例如：当霸王陷入绝望时，舞台上的灯光变得昏暗而压抑，

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而当虞姬翩翩起舞，表达对霸王的深情时，

灯光则变得柔和而温暖，照亮了她曼妙的身姿，也温暖了观众的

心房。在服饰设计上，演员们身着的戏服，既保留了京剧服饰的

华美与精致，又巧妙地融入了现代审美元素，如细腻的刺绣、华

丽的图案、线条的流畅、色彩的搭配，这些使得整体形象更加符

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千古绝唱》演员们精湛的表演，让观

众仿佛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感受着任务的喜怒哀乐；

《千古绝唱》在光影运用上，不仅增强了舞台的层次感，还更加

深入理解了角色的内心世界；《千古绝唱》在服装的选取上，展

现京剧服饰的魅力和提升作品的现代感，让传统艺术在新时代换

发新的活力与生机；《千古绝唱》的舞台呈现上大胆创新，不仅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更展现了传统京剧与

现代舞台技术结合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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