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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15 日

2012年作为贵州省引进人才、肖玛调至贵

州师范大学任教。他凭借多年艺术积淀和突

出成绩被破格评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

任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学科主任，第一

个在全国高校艺术专业中建立起了“高男高音

声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学科方向。

在学校声乐教室，经常可以看到肖玛为学生

上课示范的身影。在他看来,歌唱这个行当，有天

赋也罢,勤奋努力也罢,是否优秀，不是看一时的表

现，而是看10年后是否还留在这个行当里。“这个

行业太残酷,非常艰苦。需要忘我的热爱与执着，

否则坚持不下来。”肖玛和学生说,“我改这个声部

的时候,都快27岁了,比你们都晚,但是第二年就

去演歌剧了,学习歌剧时天天抱着乐谱睡觉。”每

次课程，他总会和学生们交流，希望能把自己在

舞台实践中的体验尽早地让学生们理解。

除了坚守教学岗位，肖玛始终牢记歌者

的生命是在舞台上，教学的间隙，他的身影都

活跃在国内外的舞台上，尤其是致力于原创

歌剧的演出。今年他获邀参加了国家大剧院

两部原创歌剧的世界首演：在《日出》中，著名

作曲家金湘特意使用京剧的皮黄腔为肖玛量

身打造了“胡四”这个角色的唱段。在著名作

曲家叶小纲创作的歌剧《永乐》中，他饰演郑

和，剧中郑和的咏叹调作曲家运用了大音层

的跨度、游离多变的不稳定调性、近两个八度

的音域跨度、对于肖玛无论从极弱到极强的

呼吸控制能力、对复杂和声调性的把握、塑造

角色所需声音张力与音色变化等声乐技巧方

面的要求都是极具挑战的。此外他还将在作

曲家黄安伦的原创歌剧《岳飞》中饰演砚童…

“你们有一天会知道他,就像知道我一样。”著

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曾这样评价肖玛，相

信，在台上台下都辛勤耕耘的肖玛，很快可以

使这句评价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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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十年歌
——访肖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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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肖 玛 本 人

的演唱，是在著

名声乐教育家晁

浩建举办的国际声乐

大师班上。课堂间隙，

进来一位笑声爽朗的

白衣青年，在晁老师的

邀请下坐在钢琴前，自

弹自唱了两首曲子，娴

熟的钢琴伴奏，富有感

染力且高亢的歌声让

当时的教室瞬间成为

一个小小音乐厅现场，

学员们有的甚至听得

嘴巴微张，眼神定格。

听晁老师介绍，他是一

位高男高音，还点评他

“乐感非常好”.

第二次见他，是在

2013 年 10 月重庆举行

的第三届全国高校音

乐教育专业声乐比赛

上，他代表贵州师范大

学参加教师组的角逐，

并成为当晚教师组演

唱中最亮眼的选手。

最近一次见他，是

在金湘创作的原创歌

剧《日出》中，他扮演戏

份不多却十分“惊艳”

的 角 色 胡 四 ，发 布 会

上 ，依 旧 爽 朗 的 笑 声

中，他风趣地向大家介

绍自己的角色：“导演

要求我出场的时候要

像‘一阵风’，飘上台

去，又飘下来。”

从开始学习高男高

音的演唱，到现在让国

内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

个声部，肖玛在十年时

间里经历了争议、困难、

坚持和不断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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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男高音起源于 15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

期。在高男高音发展过程中，“阉人歌手”是重要

的组成部分，他们保有成年男性的体魄，经过训练

能展现出女高音的声音特质和极宽的歌唱音域。

最初因国人对高男高音这个传统美声声部的历史

不甚了解，而且由于“阉人歌手”所产生的影响，甚

至声乐圈里不少人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声

部，认为其唱法“不男不女”。而普通听众经常会

问：“这是不是和李玉刚‘反串’是一个类型？”还有

人在听过肖玛的演唱后还会问：“你唱的是不是

维塔斯的海豚音？”

面对专业领域的“责难”与大众啼笑皆非的

问题，肖玛想到更多的是坚持。作为中国第一位

真正意义上的高男高音，他竭尽全能让越来越多

的人从舞台、教学开始了解这个古老的声部。曾

经有人说他钻研这个少数人了解的专业是为了

“另辟蹊径”，更容易出名，他感慨一切似乎都是

“冥冥中有注定”。出生于四川成都的肖玛，4岁

开始学钢琴，进入少年合唱团后一直担任领唱，9

岁时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歌剧皇后”玛利亚·卡

拉斯的声音,着魔般被她的声音所吸引，在考入

四川省舞蹈学校歌剧科就读声乐专业后，他做得

最多的事情就是“鹦鹉学舌”,模仿卡拉斯的女高

音演唱，无论演唱什么，脑海里总会浮现卡拉斯

的声音。一次偶然的机会，曾在国外与数位高男

高音歌唱家同台演出过歌剧的美籍男低音歌唱

家龚冬健旅居成都，当他聆听肖玛自弹自唱后欣

然收他为徒，从师三年之后，肖玛随奥地利表演艺

术大学著名声乐教授Gerhard Kahry继续学习。

十年前，肖玛作为高男高音站在舞台上时，受

到很多非议，其中还包括不少国内声乐圈的专家。

他清楚记得，自己当时在四川省参加声乐比赛演唱

高男高音的作品，很多评委犹豫是该按男声声部打

分，还是按女声声部打分。在他的音乐会结束之

后，评委评价他的演唱时，几乎没有人讲到演唱的

技术和作品的问题，更多是诸如“你演唱时要表现

得像一位女性，而间奏的时候则要表现得像一位男

性”这样的评价。一位乐评人朋友曾把他的录音小

样带给很多声乐专家听，其中有一位“泰斗级”的人

物，听了之后说“这个声音不男不女，不值得提倡。”

这让肖玛觉得非常惊讶，他意识到这个古老而传统

的美声声部在国内真的是一个盲区，需要自己多加

努力。由于这个声部在国内的空白，音响资料、乐

谱资料都很匮乏，他几乎是从零开始摸索学习。

不断的争议成为肖玛坚持学习、参赛、演出

的动力，他选择在“摸爬滚打”中丰富自己的演

唱。2008 年肖玛获得文化部文华声乐表演奖，

2014 年年底的中国国际声乐比赛，他以亨德尔

的歌剧《里纳尔多》中的咏叹调《让我痛苦》和罗

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罗西娜的咏叹调

《我心里有一个声音》等十余首曲目夺得男声组

别第二名。今年年初，他成功入选“CCTV新十

大男高音”，为高男高音夺得一席之地。由他首

唱的声乐套曲《元曲小唱》获批2014年“中国国

家艺术基金”项目。不疯魔不成活，经过十年的

努力，肖玛终于获得国内外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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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男高音声部兴盛于17、18世纪，巴洛克时

期的声乐作品如：维瓦尔第、亨德尔、帕格莱西、

普赛尔、塔尔蒂尼的歌剧以及格鲁克、莫扎特的

歌剧等都是肖玛主要演唱的作品。然而，因为

美声歌唱传入中国历史较短、受众面窄的特点，

高男高音在国内也面临这样的局面。为此，肖

玛开始思考，如何让大众了解高男高音歌唱艺

术？如何独特的演绎中国作品？就国内没有该

声部特定声乐作品的现状该如何创作？为了让

高男高音歌唱艺术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将其

“民族化”、“本土化”——以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

民族音乐为素材，运用西方音乐的审美、技术为

标准和手段，用高男高音为载体。由著名作曲家

高为杰教授从1000多首元词中选出徐再思的《折

桂令》、贯云石的《红绣鞋》和马致远的《落梅风》根

据肖玛的声线谱曲创作，完成声乐套曲《元曲小

唱》。2014年，肖玛在“新西兰国际艺术节”上演

出这部声乐套曲，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

部作品还成为了获得首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资助的惟一一套声乐套曲。

在贵州任教的机会，肖玛深入了解贵州

的多民族音乐文化。贵州特有喀斯特地貌形

成的山山水水以及苗族、布依族、侗族等17个

世居少数民族奔放多彩的民族地域文化深深

吸引了他，他选择了《好花红》,《太阳出来照白

岩》这样的经典民歌，请高为杰教授配器、再

基于原曲发展而出的一段离调咏叹，用高男

高音来演绎，熟悉感和创新感给听众带来强

烈的冲击，一下子抓住了大家的注意力。肖

玛说：“很多民歌用高男高音演唱有着不同的

气质，一些古典诗词用高男高音演唱更具有

文人的韵味，也更加细腻。”此外，他还演唱了

《橄榄树》、《在水一方》等流行歌曲，在大众更

容易接受的流行音乐领域进一步尝试着高男

高音中国化。2014年在中国国际声乐比赛获

得男声组第二名之后，很多国外歌剧院邀请肖

玛去演出，他都委婉地拒绝了，“我非常喜欢西

方经典的歌剧，只是更想追求高男高音歌唱艺

术的‘本土化’、‘民族化’，使其能真正在中国

落地生根开花，在我能够歌唱的岁月里，既要

演绎欧洲传统经典剧目，更要尽量多尝试演绎

新创作歌剧、室内乐、声乐套曲和艺术歌曲等，

把这些中国高男高音的作品唱到世界舞台

上，这是我的使命，同时更具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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