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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9日(星期六)

談
及中國民族聲樂當前面臨的傳承凝滯與
創新之難，以及來自歐美聲樂與流行音
樂的雙重衝擊，金鐵霖指出，中國聲樂

需要繼承傳統民族音樂，在接受外來文化的同
時，保持自身的藝術特色，展現中國文化的魅
力，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舞台。

聲樂走向大眾
當前正處於繁榮發展階段的中國民族聲樂，也

暗含隱憂，包括如何向民間學習、如何走向世界
等問題。資料顯示，民族聲樂從20世紀初開始發
展，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民族聲樂學院體系逐
漸完善，80年代起被定位為「學院派的歌唱藝
術」，走過的是一條曲折的道路。有人認為「學院
派的歌唱藝術」削弱了「民族唱法」本身包含的
多元化內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限制了中國民
族聲樂事業的繁榮與發展，並由此對民族聲樂的
界定問題展開學術爭論。
基於此，金鐵霖於2011年年末正式提出「中國

聲樂」的概念，並得到廣泛認同。他認為，中國

幅員遼闊，民族多，地域廣，聲樂藝術種類豐富
多樣，包含戲曲、曲藝、民歌、原生態、美聲、
流行以及音樂劇等多種演唱形式。「中國聲樂」
這個命名具有極強的包容性，相對於中國當前的
聲樂形式而言，更科學、更恰當，也更有利於中
國民族聲樂走向世界舞台。
不過，金鐵霖坦言，中國現代聲樂藝術教育體

系的建立尚不足百年，審視中國聲樂發展現狀，
事實上還存在諸多問題。他指出，聲樂藝術中的
一些唱法甚為高雅，很能陶冶性情，但對於普通
民眾而言，其內涵其實很難理解。他認為中國聲
樂藝術的發展要注意三方面。其一，美聲唱法要
走民族化路線，即美聲唱法要讓民眾聽得懂。其
二，演唱方法要有科學性，就歌唱而言，每首歌
的唱法其實都不相同，作品不同，演唱方法就要
有區別。其三，要讓時代流行唱法藝術化，即提
高流行歌曲的藝術性，讓觀眾感受歌曲之美。

普及中樂文化
在金鐵霖眼中，中國聲樂首先要充分體現中國

特色，即民族性，包括聲音類型、情感表達、語
言和表演等多方面。「現在很多演唱者比較少唱
傳統民歌，聲音大多借鑒西方的東西，注重聲音
訓練，卻忽略了民族風格和民族音色的體現。」
對此，金鐵霖提出，應該用「中國特色的音色」
來表現中國聲樂。總體而言，是要重視對傳統民
族音樂的繼承，在接受外來文化的同時，保持自
身的藝術特色。
身為聲樂大師，金鐵霖尤其關注中國聲樂的發

展，在提升音樂品質的同時，也提倡打造更美、
更容易讓普通民眾接受的音樂。2012年全國「兩
會」上，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金鐵霖建議，把廣
西歌謠《劉三姐》打造成交響樂。他表示，交響
樂素來因為被認為過於古典、高雅和嚴肅，令人
望而卻步，而用民眾熟悉的旋律打造一首交響
樂，既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在提升音樂品質
的同時，民眾也能聽得懂。他說：「我們把草根
的東西放在高水平的平台上，以這種方式推廣聲
樂藝術、普及音樂藝術，也是做了一件好事
吧。」

「表情！注意表情！」
「這麼唱不對，注意呼吸！」
這是金鐵霖在給門生石玲訓練時的情況。這個中國音樂學院大

三級的「90後」女孩，與師姐宋祖英同鄉，也是天生一副好嗓
子。作為班級第一名的優秀生，她師從金鐵霖，卻從未享受過半
點「優待」，反而，要求更加嚴格。從每一個表情到每一個動
作，再從每一個發音到每一句歌詞，哪怕唱歌時的呼吸有一點問
題，金鐵霖都會馬上要求她改正。對於老師的嚴謹，石玲說：
「老師在上課時就這樣，錯一點都不行。不過，唱得好的時候，
老師也不吝惜掌聲。」
金鐵霖的兒子金聖權也跟隨父親學習。或許源於遺傳，這個就

讀中國音樂學院一年級的大男孩，對聲樂近乎癡迷。開始上課
時，《草原之夜》、《牧歌》、《在銀色的月光下》⋯⋯金聖權一
首接一首地練習歌唱，金鐵霖則笑咪咪地坐在一旁靜靜地聽。忽
然，他一下子站了起來，說：「剛剛唱過的，這個地方⋯⋯不對
不對！」說 ，他開始比劃起來，「應該這樣唱⋯⋯」
在學生和兒子的眼裡，課堂上的金鐵霖是鐵面無私甚至極其嚴

厲的。但課堂之外的他則總是慈眉善目、親切和藹。石玲告訴記
者，在學校裡，經常能遇到慕名而來的求教者，或希望金鐵霖收
為徒，或要求金鐵霖指點一二，對於這些人，金鐵霖都會盡量滿
足，實在做不到，也會盡量委婉表達，不會讓對方難堪。不僅如
此，他還時常教育學生一定要做個好人，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在採訪過程中，記者腦海中不由浮現孔子的名言──「後生可

畏」，既是指金鐵霖的弟子踩在名師的肩膀上，讓聲樂素養更上
層樓，更是金鐵霖向我們展現了後半生令人敬畏的夢想藍圖。在
聲樂發展史上，金鐵霖首倡「中國聲樂」新概念，開創全球聲樂
中國風的潮流；在培養人才方面，金鐵霖已聯袂有識之士籌備在
港創辦音樂學院，讓中國聲樂走向國際舞台。明年十月，金鐵霖
將迎來從教五十周年，彭麗媛、宋祖英、戴玉強等名徒及在讀的
弟子們將於北京及港澳台齊聚一堂，這將是中國聲樂劃時代的盛
典。

多年來，金鐵霖以「金氏唱法」培養了很多著名

的演唱家，他們的演唱特色或甜美，或大氣，或側

重民歌，或側重美聲，在金鐵霖的指導下，他們最

大限度地發揮出自己的特長，從而形成了每個人不

同的演唱風格。至今，金鐵霖仍關注 他們的成

長，而這些已成名的弟子也時常回來向他請教。本

報記者在觀摩金鐵霖教學的一周內，首日是宋祖英

回母校請老師指導聲樂，最後一日是老師為新弟子

石玲上課。

說起這些功

成名就或正

在學習的弟

子，金鐵霖

如數家珍，

娓娓道來當

中的點滴細

節。

李谷一
她是「金氏唱法」的第一個實踐者。她用「天籟」

般的聲音把中國的民族音樂唱到了一個很高的水

平，我得感謝她。

彭麗媛
嚴謹、刻苦，她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學習。

條件好、悟性高、有毅力、表現能力很強，能夠很

好地表達作品的內涵。演唱方法大氣，演唱方法為

真聲多的混合聲，擅長北方民歌、歌劇表演。

宋祖英
低調、純樸，在藝術上追求完美。潛質好、刻

苦，對自己要求嚴格，上學時，基本隨叫隨到，隨

時等候上課，投入全部時間和精力去學習，一般人

很難做到。演唱方法為假聲多的混合聲，擅長少數

民族歌曲。

閻維文
他把中國民族男高音推上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是

中國民族男高音的一個里程碑。他融會中西方聲樂

技法，咬字吐字無不字正腔圓、圓潤自如。台風大

氣又不失深情細膩，能夠表現出軍人的陽剛之氣，

擅長軍旅歌曲。

董文華
她音質純淨、音色甜美，把民族唱法和美聲唱法

結合起來，演唱時富有較強的表現力和藝術感染

力，擅長抒情歌曲。

張也
因為和她的父母比較熟，所以認識張也時，她只

有一歲。後來鼓勵她報考中國音樂學院，教了她多

年，其間她獲過很多獎。張也底子好，音色甜美、

細膩，也很刻苦。演唱方法為真聲、假聲各佔一半

的混合聲。

劉斌
他從唱京劇轉過來，下了一番功夫。現在來看，

他的民族唱法極富感染力和震撼力，還糅合了美聲

的韻味和流行的感覺，擅長軍旅歌曲。

呂繼宏
他的演唱充滿激情，善於以情感人，能夠把握各

類歌曲的演唱風格，韻味很足，舞台形象熱情、瀟

灑。

戴玉強
刻苦、有毅力，音色甜美柔潤，中低聲區流暢舒

展，高聲區剛勁奔放，氣息從容，強弱自如，分句

完美。台風瀟灑大氣，有陽剛之美，已經達到世界

一流歌唱家的高度，擅長古代、現代以及具有鮮明

民族風格的作品。

石玲
在讀小弟子，和宋祖英是同鄉，同樣具有苗家妹

子的低調和純樸。當年彭麗媛練唱刻苦，中午不睡

午覺，石玲有師姐之風。另外，她從普高考上中國

音樂學院，基礎可謂極好。

問：你如何評價香港聲樂藝術的發展？對於香港聲樂人才的培養你有甚麼建議？
答：香港融合中西文化，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城市，它在經濟、科技、文化、藝術等

方面都有良好的發展。至於聲樂方面，香港的流行音樂可以說引領了一個時代的
潮流，上世紀八十年代，可算是香港樂壇的全盛時期，出現一批優秀的人才。
在聲樂人才培養方面，我最近與朋友計劃在香港成立中華民族音樂發展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是全球首個以中華民族音樂為傳播載體、以世界性華人音樂家為人才
資源，為中華音樂之聲搭建國際舞台的基金會。另一方面，我們計劃未來在香港
成立一所音樂學院，借鑒中國音樂學院的辦學經驗，以中國元素為主打，融入我
多年總結出來的教學模式和教學心得，繼續培養有中國氣派的聲樂傳人。

問：你對未來的工作有甚麼計劃？
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我有幾個願望，希望能夠早一點實現。第一，我

希望能為中國民族音樂在香港、澳門、台灣以及海外華人社區的繁榮發展多做貢
獻，讓中國的民族音樂成為華人的「主旋律」。第二，讓中國民族聲樂走出國門、
走向世界，讓更多人認識、了解、喜歡中國聲樂，讓他們能夠聽到中華民族的歌
聲，感受中國音樂文化的魅力。第三，與從事中國民族聲樂的同仁繼續為實現
「中國聲樂學派」成為世界音樂學派中的主流而努力。

問：隨 錢學森、季羨林、吳冠中等文化大師的逝去，很多人都在追問，為甚麼中國
再沒有能夠與這些前輩比肩而立的新一代大師？

答：不是中國沒有大師，而是囿於內地關於教授評級定崗標準相關規定的不合理所
致。
內地高等院校教學人員的職稱評定，一直未能形成穩定、規範的體制。該規定將
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四個級別中的教授級別再予以細微的分級，原是一種
進步，但在評審時卻附加通知稱，文科、藝術等高等院校不評一級教授，因為只
有獲得院士級別才可以進入這個級別。按照這個規定，內地目前只有理工專業領
域才有可以產生院士的體制機構，文科大學及藝術高校因為沒有院士就不能設有
一級教授職位，這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規定，體現了相關決策方面長久以來重理
輕文、歧視藝術的習慣思路。舉例說，季羨林雖然被稱為國學大師，但他去世時
還是二級教授，就因為按規定他不是院士，所以就沒有資格參評一級教授。
很多專家即便被公認為大師、某一領域泰斗、旗幟，也沒有資格被評為一級教
授，就相當於「大師」的稱謂不被國家承認。

香港廣育人才 採訪手記

時代締造者
聲樂教育家

著名聲樂教育家、中國音樂學院名譽院長金鐵霖，這是一個注定永恆閃耀在中

國音樂星空的名字。他的歌聲傳遍四方，曾被視作最具光明前途的歌唱家；他的

學生遍佈天下，從李谷一、彭麗媛、宋祖英、張也到戴玉強、吳碧霞，

名動中華，他更被譽為中國聲樂大師和點石成金的「神仙」。經

過長期的實踐，他推出了融兮中西、業界公認的「金氏唱

法」、創建了民族聲樂的「七字標準」，創造了民族聲樂史上

一個又一個奇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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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中國民族聲樂、

民族器樂優秀青年演員研究班」結

業禮，金鐵霖與學生宋祖英合影。

■1993年6月，彭麗媛新加坡演

唱會記者招待會上，金鐵霖與學

生彭麗媛、閻維文合影。

■金鐵霖與學生呂繼宏（左

一）、戴玉強（右一）。

■金鐵霖與家人合影。

金鐵霖點評弟子

■金鐵霖接受本報專訪，與記者及

新弟子石玲（中）暢談聲樂。

■金鐵霖給學生

彭麗媛上課。

金鐵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