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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胥昌秀、季红莉主编的《歌唱语言艺术》以朱光女士的《歌唱语言正音》为蓝本，结合我们的歌唱教
学实践，对歌唱语言艺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歌唱语言教学中一些新的观点。

这部《歌唱语言艺术》，是一部教材性质的歌唱语言书籍，是声乐专业的辅助性教程，它适用于艺术
院校的歌唱语言正音课程。
希望从事艺术教育事业的同仁和艺术院校的学生关注这项歌唱专业辅助性课程的研究，把我们的民族
歌唱事业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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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是由流入河北的山陕梆子衍化而成的，最早形成于清道光年间（1821
年-1850年）。
山陕梆子是来河北经商的商人带来的。
山陕梆子流入河北后，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融合了当地的语言习惯、风俗及情趣爱好，在艺术上进
行了不断的改革、创新。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地演员逐渐增多，形成了河北梆子这一新兴的剧种。
　　河北梆子的唱腔属板腔体，高亢、激越、慷慨、悲忍是河北梆子唱腔固有的风格特点，听来能使
人有热耳酸心、痛快淋漓之感，主要板式有慢板、二六板、流水板、尖板、哭板以及各种引板和收板
等。
　　从河北梆子的形成到兴起，其间，曾出现过三个大的艺术流派。
一支为直隶老派，一支为山陕派，这两派统称为京梆子。
在这两派之后，又产生了直隶新派，标志着河北梆子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每种流派都对河北梆子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直隶老派的特点是文武兼备、唱做并重。
在剧目方面重视革新，河北梆子时装戏的兴起，就是由直隶老派率先倡导的。
北派的唱念是以直隶语言为基础，留有一些山陕韵味。
演唱上讲究平稳、舒展、刚劲、质朴，尚简练，不尚花哨；而南派的唱念虽然仍以直隶语言为基础，
但在唱腔上却较多保留了原系山陕梆子的“二音”假声花腔，多具婉转柔美之趣。
此腔颇受南方群众喜爱。
然而，念白中，却较北派更直隶化，很少有山陕韵味。
新派梆子兴起于清末民初，它以迅猛之势风靡剧坛，席卷了直隶老派与山陕派的演出阵地。
甚至使气势正盛的京剧也受到了很大冲击，一举成为河北梆子的主流。
梆簧争衡的形势，自此转为新派梆子与京剧之争。
　　直隶新派以女演员为中心，以唱功卓越著称。
唱腔上较老派繁难，具有高亢、华丽、曲折、跳跃的特点，极富震撼力，听后使人感到痛快淋漓、回
肠荡气，伴奏音乐也极为火炽、激烈。
其唱念一扫老派梆子所保留的山陕韵味，彻底河北地方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流行的河北梆子，就是直隶新派的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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