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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認 識 男 高 音  

 

第 一 節  男 高 音 的 歷 史 背 景  

   一 、  男 高 音 的 起 源  

    男 高 音 ( Tenore  )是 男 性 嗓 音 的 最 高 聲 部 ， 其 音 域 大 約 從 中 央 C

到 上 方 兩 個 八 度 高 音 C 之 間，這 個 名 詞 是 由 拉 丁 文 的「  teneo 」(  持

續  )演 變 而 來 ， 意 指 中 古 時 期 教 會 音 樂 中 男 聲 持 續 的 長 音 或 定 旋 律

1。此 時 期 由 於 教 廷 禁 止 女 性 在 教 會 中 歌 唱，遂 由 童 聲 或 假 聲 的 男 性

( Falsetto )代 替 女 生 擔 任 高 音 聲 部 ， 不 過 兒 童 聲 音 成 熟 後 很 快 將 面

臨 變 聲 期 的 淘 汰 ， 假 聲 歌 手 則 顯 得 音 質 不 夠 自 然 ， 另 外 由 於 宗 教 音

樂 水 準 提 升 ， 逐 漸 地 由 受 過 完 整 訓 練 且 音 域 更 高 、 聲 音 更 飽 滿 圓 潤

的 閹 人 歌 手 ( Castrato )所 取 代 2，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初 期 歌 劇 形 式 出 現 ，

閹 人 歌 手 更 是 獨 霸 了 宗 教 音 樂 和 世 俗 音 樂 ， 即 興 的 花 腔 、 裝 飾 音 唱

法 在 全 歐 洲 宮 廷、教 堂、劇 院 造 成 轟 動，取 得 了 極 大 的 財 富 和 地 位 。 

 

二 、  閹 人 歌 手 的 沒 落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左 右 閹 人 歌 手 逐 漸 沒 落 ， 原 因 眾 多 如 ： 葛 路 克

( Christoph Will ibald Gluck )的 歌 劇 改 革 刪 去 多 餘 的 花 腔 和 技 巧 賣

弄、羅 西 尼 ( Gioacchino Rossini  )為 首 的 音 樂 家 對 於 閹 人 歌 手 擅 自 加

花 演 唱 的 行 為 感 到 不 滿 、 小 成 本 的 詼 諧 歌 劇 ( Opera buffa )興 起 不 需

                                                 
1
海 蓮 娜 ‧ 馬 修 波 勒 斯 (  He lena  Matheopoulos  )， 《 歌 劇 群 英 譜 》 (  Bravo  :  the  

World’ s Grea t  ma le  S inge rs  Discus s  The i r  Roles  )， 湯 定 九 譯 (台 北 ： 世 界 文 物 ，

民 國 84 年 )， 頁 25。  
2
黃 凱 音 ， 《 歌 唱 藝 術 》 ， (台 北 ： 天 同 ， 民 國 85 年 )，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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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昂 貴 身 價 的 閹 人 歌 手 、 法 國 大 革 命 的 人 權 宣 言 認 為 其 不 人 道 等

等，在 劇 院 中 首 席 男 聲 ( Primo Uomo )的 地 位 被 浪 漫 主 義 抬 頭 之 下 戲

劇 張 力 更 強 的 男 高 音 所 取 代 3。  

 

三 、  早 期 男 高 音 發 展  

    在 浪 漫 主 義 興 起 之 前 歌 劇 中 主 要 男 角 由 閹 人 歌 手 演 唱 ， 男 高 音

只 能 演 一 些 次 要 或 滑 稽 性 的 角 色 ， 然 而 莫 札 特 (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手 下 的 男 高 音 卻 例 外
4， 在 近 代 歌 劇 中 真 正 獲 得 主 角 地 位 的

男 高 音 是 芙 勒 (  Anton Raaff )， 莫 札 特 的 歌 劇 《 伊 多 明 尼 奧 》

( Idomeneo )即 是 為 他 所 創 作，另 外 如：《 後 宮 誘 逃 》(  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  )、《 唐 喬 望 尼 》 ( Don Giovanni  )、《 魔 笛 》 ( Die 

Zauberflöte )等，這 些 歌 劇 中 的 男 高 音 都 是 主 要 角 色，其 詠 嘆 調 更 被

稱 之 為 莫 札 特 男 高 音 風 格 ， 即 音 色 輕 亮 、 柔 美 兼 有 流 暢 的 華 彩 唱 法

( Coloratura )， 專 門 由 輕 男 高 音 ( Tenore leggero )所 演 唱 ， 奠 定 了 早

期 男 高 音 的 基 礎 。  

 

四 、 浪 漫 時 期 之 後 的 男 高 音 發 展  

    浪 漫 時 期 歌 劇 和 男 高 音 的 發 展 都 到 達 有 史 以 來 的 高 峰 ， 此 時 期

特 別 注 重 個 人 感 受 ， 歌 劇 的 戲 劇 性 增 強 ， 音 樂 刪 除 過 多 的 花 腔 和 裝

飾，唱 腔 則 要 求 寬 廣 和 延 續 性。浪 漫 早 期 重 要 歌 劇 作 曲 家 有 羅 西 尼、

貝 里 尼 ( Vincenzo Bell ini  )、 多 尼 采 悌 ( Gaetano Donizett i  )等 ， 此 時

期 男 高 音 人 才 輩 出 ， 具 代 表 性 的 有 ： 義 大 利 的 盧 賓 尼 (  Batt is ta 

Giovanni Rubini )、 法 國 的 阿 道 夫 ·努 希 (  Adolphe Nourri t  )、 杜 普 雷  

                                                 
3
黃 凱 音 ， 頁 47。  

4
黃 凱 音 ， 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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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bert -Louis  Duprez )  是 第 一 位 在 歌 劇 中 使 用 胸 聲 唱 出 高 音 C 的 男

高 音 5、 以 及 成 功 由 男 中 音 轉 變 為 男 高 音 ， 波 蘭 的 戴 勒 斯 基 (  Jean de 

Reszke )等，他 們 廣 受 歡 迎 的 歌 劇 劇 碼，使 得 男 高 音 的 地 位 在 歌 劇 歷

史 中 獲 得 全 面 的 提 升 。                                                                                                                                                                                      

浪 漫 後 期 寫 實 主 義 歌 劇 增 加 ， 重 要 作 曲 家 有 華 格 納 ( Richard 

Wagner )、威 爾 第 (  Giuseppe Verdi )、普 契 尼 ( Giacomo Puccini  )等 。

為 了 因 應 其 更 強 烈 的 情 感 表 現 ， 男 高 音 的 唱 法 產 生 了 轉 變 ， 要 求 聲

音 必 須 更 宏 亮 且 具 有 戲 劇 張 力 ， 高 音 使 用 胸 部 擴 張 的 真 聲 範 圍 更

廣 ， 甚 至 到 達 高 音 C
6， 與 過 去 輕 男 高 音 柔 美 的 唱 法 形 成 對 比 。  

隨 著 卡 羅 素 (  Enrico Caruso )的 成 功 ，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到 六 十 年 代

期 間 ， 世 界 上 優 秀 男 高 音 前 仆 後 繼 的 出 現 有 ： 義 大 利 的 吉 利

(  Beniamino Gigli  )、 貝 爾 貢 吉 (  Carlo Bergonzi  )、 德 國 的 溫 德 利 希

(  Fritz  Wunderlich  )、 瑞 典 的 畢 約 林 (  Jussi  Björling )等 ； 近 二 十 年 間

三 大 男 高 音 帕 華 洛 帝 (  Luciano Pavarott i  )、 多 明 哥 (  Placido 

Domingo  )、卡 列 拉 斯 (  Jose Carreras  )則 藉 由 電 視、傳 播 媒 體 的 普 及，

成 功 的 將 歌 劇 及 男 高 音 天 王 般 的 形 象 推 廣 到 全 球 ， 使 得 世 界 上 最 頂

尖 的 男 高 音 們 在 歌 劇 界 中 擁 有 了 如 同 過 去 閹 人 歌 唱 家 一 般 昂 貴 的 身

價 地 位 。  

 

第 二 節  男 高 音 的 分 類  

    男 高 音 嗓 音 依 照 音 質 分 為 以 下 四 種 ： 輕 男 高 音 、 抒 情 男 高 音

( Tenore l irico )、重 抒 情 男 高 音 ( Lirico spinto )、戲 劇 男 高 音 ( Tenore 

robusto/  Tenor dramatico  )或 稱 英 雄 男 高 音 ( Heldentenor/  Heroic 

                                                 
5
 早 期 男 高 音 多 使 用 假 聲 來 演 唱 換 聲 區 之 上 的 音 域 。  

6
柴 寶 琳 ，《 義 大 利 聲 樂 曲 研 究「 夢 迴 義 大 利 獨 唱 會 」曲 目 研 析 》， (台 北 ：

樂 韻 ， 民 國 95 年 )，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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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ore )
7。 以 下 筆 者 列 舉 的 音 色 和 相 對 角 色 有 其 討 論 空 間 ， 並 非 絕

對，如 抒 情 ─  重 抒 情  ─  戲 劇 男 高 音 角 色 之 間，可 能 依 照 演 唱 者 的

詮 釋 或 者 聲 音 條 件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變 化 。  

 

一 、 輕 男 高 音  

   輕 男 高 音 在 男 高 音 中 音 量 較 小，但 有 絕 佳 音 質 的 高 音 和 集 中 力 ，

擅 長 演 唱 技 巧 華 麗 、 輕 巧 富 於 裝 飾 性 的 旋 律 。 輕 男 高 音 的 角 色 有 ：

羅 西 尼 《 塞 爾 維 亞 的 理 髮 師 》 (  Il  barbiere di  Siviglia  )的 阿 爾 馬 維 瓦

伯 爵 ( Il  conte d’Almaviva )、 《 唐 喬 望 尼 》 的 奧 達 維 歐 ( Ot tavio )。  

 

二 、 抒 情 男 高 音  

抒 情 男 高 音 強 調 音 色 的 明 亮 ， 聲 音 優 美 柔 和 ， 氣 息 的 流 暢 ，

富 於 抒 情 性 。  適 合 詮 釋 如 王 子 、 詩 人 、 少 年 等 角 色 ， 抒 情 男 高 音

的 角 色 有： 莫 札 特《 魔 笛 》中 的 王 子 塔 米 諾 ( Tamino )、《 女 人 皆 如

此 》 中 的 費 爾 南 多 ( Ferrando )、 威 爾 第 《 弄 臣 》 ( Rigoletto  )的 曼 圖

瓦 公 爵 ( Il  ducca di  Mandova )、 《 茶 花 女 》 ( La Traviata )的 阿 弗 列

德 ( Alfredo )等 都 屬 於 這 類 角 色 。  

 

三 、 重 抒 情 男 高 音  

重 抒 情 男 高 音 基 本 特 質 與 抒 情 男 高 音 相 仿 ， 要 求 音 色 明 亮 、 氣

息 流 暢 ， 唯 一 的 不 同 是 使 用 身 體 推 送 氣 息 的 程 度 更 多 ， 使 音 色 更 為

深 厚 響 亮 ， 符 合 義 大 利 文 spinto(推 )的 意 思 。 重 抒 情 男 高 音 的 角 色

有 ： 威 爾 第 《 遊 唱 詩 人 》 ( Il  Trovatore )的 曼 里 柯 ( Manrico )、 《 命

                                                 
7
王 嘉 嘉 ，〈 義 大 利 浪 漫 樂 派 歌 劇 詠 嘆 調 選 曲 研 究 與 詮 釋 ─ 以 輕 抒 情 女 高 音

的 曲 目 為 例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 碩 士 論 文 ， 民 國 97 年 )， 頁 5。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7%2594%25B7%25E9%25AB%2598%25E9%259F%25B3%2B%25E6%25AD%25B7%25E5%258F%25B2%26hl%3Dzh-TW%26rls%3Dcom.microsoft:zh-tw:IE-SearchBox%26rlz%3D1I7ADRA_zh-TW%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www.hudong.com/wiki/%25E7%258E%258B%25E5%25AD%2590&usg=ALkJrhiKzO6QmKx3T3zih9swlakKVsheqQ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7TNUA524800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7TNUA524800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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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之 力 》( La Forza del  Destino )的 阿 瓦 洛 ( Alvaro )、《 阿 伊 達 》( Aida )

的 拉 達 梅 斯 ( Radames )。  

 

四 、 戲 劇 男 高 音 /  英 雄 男 高 音  

戲 劇 男 高 音 或 稱 英 雄 男 高 音 只 是 名 稱 不 同 ， 並 無 明 顯 的 區 分 ，

指 的 是 隨 著 聽 眾 要 求 提 高 ， 在 戲 劇 性 或 悲 劇 性 的 情 境 中 ， 一 些 帶 有

英 雄 性 質 的 角 色 ， 透 過 宏 亮 的 歌 喉 和 表 情 來 顯 示 出 強 烈 情 感 ， 其 音

色 極 為 厚 實 飽 滿 並 且 精 力 充 沛 。 因 需 要 與 此 時 期 龐 大 編 制 的 管 絃 樂

團 相 抗 衡 ， 故 在 所 有 男 高 音 的 類 型 中 ， 擁 有 最 大 的 音 量 和 張 力 。 具

代 表 性 的 角 色 如 威 爾 第 《 奧 泰 羅 》 ( Otello )中 的 男 主 角 奧 泰 羅 ， 華

格 納《 黎 恩 濟 》 ( Rienzi )、《 唐 懷 瑟 》 (  Tannhäuser  )、《 羅 恩 格 林 》

( Lohengrin )等 作 品 也 都 有 這 類 男 高 音 。  

 

第 三 節  個 人 學 習 體 認  

一 、  呼 吸 與 成 聲  

氣 息 控 制 與 成 聲 位 置 在 美 聲 學 習 中 是 最 重 要 的 基 礎 ， 演 唱 時 運

用 正 確 的 腹 式 呼 吸 ， 不 僅 能 夠 唱 的 輕 鬆 ， 也 能 讓 演 唱 時 間 持 久 。 成

聲 位 置 的 正 確 與 否 ， 會 影 響 著 每 一 段 樂 句 的 完 整 性 甚 至 影 響 整 首 歌

曲 ， 故 首 先 要 學 會 橫 膈 膜 的 支 持 ， 要 讓 橫 膈 膜 能 夠 像 手 風 琴 般 伸 縮

自 如 ， 從 而 由 進 氣 、 出 氣 ， 將 聲 音 送 出 至 正 確 位 置 ， 這 個 程 序 必 須

做 到 一 氣 呵 成 並 且 習 慣 成 自 然 。 所 謂 正 確 的 位 置 及 是 把 氣 息 控 制 穩

定 後 ， 將 聲 音 想 像 以 軟 口 蓋 為 出 發 點 ， 喉 結 下 放 同 時 抬 高 上 口 蓋 ，

如 同 打 呵 欠 時 喉 嚨 空 間 張 開 的 狀 態 ， 並 將 後 舌 根 下 壓 ， 舌 尖 定 位 平

貼 下 排 牙 齒 中 ， 使 聲 音 能 不 受 阻 礙 的 順 著 氣 息 送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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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身 體 放 鬆  

對 習 唱 者 而 言 ， 身 體 就 是 樂 器 ， 因 此 容 易 受 到 心 理 、 生 理 和 其

他 因 素 的 影 響 而 導 致 身 體 僵 硬 ， 以 致 不 當 的 使 力 讓 身 體 感 到 緊 張 而

造 成 聲 帶 受 傷 ， 因 此 學 會 將 身 體 放 鬆 對 演 唱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除 了 橫

膈 膜 的 肌 肉 需 要 因 應 各 種 音 型 或 力 度 而 能 夠 做 到 繃 緊 、 放 鬆 收 放 自

如 之 外 ， 其 餘 全 身 的 肌 肉 皆 應 該 放 鬆 ， 因 為 不 論 在 發 聲 或 正 式 演 唱

時，身 體 任 何 一 個 部 位 的 僵 硬，都 會 影 響 聲 音 以 及 氣 息 傳 送 的 穩 定。

對 筆 者 本 身 而 言 ， 喉 嚨 部 位 的 放 鬆 尤 其 需 要 注 意 ， 因 筆 者 於 演 唱 時

常 因 身 體 的 緊 繃 而 造 成 喉 嚨 緊 縮 ， 在 喉 嚨 空 間 無 法 張 大 的 狀 態 之 下

而 使 聲 帶 提 早 疲 憊 ； 故 若 能 時 時 提 醒 自 己 將 身 體 及 喉 嚨 的 肌 肉 放

鬆 ， 便 能 將 各 種 聲 樂 技 巧 唱 得 清 楚 流 暢 ， 也 能 使 聲 音 聽 起 來 更 輕 鬆

自 然 。  

 

三 、  語 言 的 挑 戰  

聲 樂 比 起 其 他 器 樂 多 了 一 項 挑 戰 ， 便 是 語 言 。 各 個 國 家 的 語 言

有 不 同 的 拼 音 和 咬 字 的 方 法 ， 本 論 文 所 研 究 的 曲 目 是 德 文 及 義 大 利

文 ， 這 兩 種 語 言 在 發 音 方 法 上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也 明 顯 的 反 映 在 樂 曲

風 格 中 。義大利文主要以五個母音「 a、o、u、e、i」配合其他子音

為主，多為張口型的方式。另外，拉丁語系語言必須學會彈舌的技

巧，義大利文的「 r」舌頭彈動位置偏向前端，故聲腔位置較高，易

於發音；德文除了相同的五個母音之外更強調子音咬字的清晰如：

「 ch、t、d、cht」等，故演唱時閉口型的咬字較多，而舌頭彈動位

置偏向後端 (小舌頭 )，此為與義大利文最大的差異之處。但不論子

音強調或彈舌位置的不同，兩種語言在演唱時皆需將聲音沿著上口

蓋向前傳送，口腔與喉嚨的空間打開，咬字務求清晰但不可因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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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子音唸清楚 (尤其德文 )而將喉嚨空間緊縮，這樣會使聲音突然間

悶住，或影響聲音位置過低，導致喉音產生。  

 

四 、  幫 助 成 聲 的 個 人 體 驗  

    發 聲 的 方 式 眾 多 ， 不 同 的 教 師 也 有 不 同 的 方 法 ， 但 多 不 脫 離 下

列 範 疇 ， 如 ： 音 階 、 琶 音 、 母 音 、 連 音 、 跳 音 、 強 弱 音 等 ， 在 此 不

多 作 贅 述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發 聲 前 的 準 備 動 作 ， 筆 者 認 為 發 聲 前 的 準

備 動 作 甚 至 與 發 聲 的 過 程 同 等 重 要 。 以 下 介 紹 四 種 練 習 和 步 驟 ， 為

個 人 學 習 過 程 的 體 驗 ， 包 含 了 氣 息 的 控 制 、 橫 膈 膜 的 運 用 、 喉 嚨 肌

肉 的 放 鬆 等 (尤 其 男 性 )， 對 演 唱 前 的 發 聲 大 有 幫 助 。  

(一 )  快 吸 慢 吐 的 呼 吸 練 習 ：  

步 驟 ： 1 .  將 氣 息 吐 光  2 .  以 腹 式 呼 吸 將 空 氣 吸 足  3 .  憋

住 氣 息 數 十 秒   

4.  氣 若 游 絲 的 將 氣 息 慢 慢 吐 完  

目 的 ： 使 演 唱 時 的 氣 息 輸 送 穩 定 、 增 加 肺 活 量 。  

(二 )  橫 膈 膜 敏 捷 度 的 練 習 ：  

步 驟 ： 1 .將 氣 息 吐 光  2 .以 腹 式 呼 吸 將 空 氣 吸 足  3 .敏 捷 、

快 速 的 將 橫 隔 膜 的 肌 肉 瞬 間 收 放，每 一 下 用「 ㄘ 」

口 型 吐 氣   

4 .以 八 短 一 長 的 吐 氣 為 一 個 單 位 (初 學 可 用 四 短 長 )  

目 的 ： 增 強 橫 膈 膜 的 力 量 和 敏 捷 度 。  

(三 )  「 ha」 的 練 習 ：  

步 驟 ： 1 .雙 腳 與 肩 同 寬 ， 雙 手 向 前 延 伸 同 時 將 氣 息 吐 盡   

2 .雙 手 向 胸 部 收 縮 同 時 以 腹 式 呼 吸 將 空 氣 吸 足   

3 .以  橫 隔 膜 為 支 撐 點 ， 運 用 全 身 之 力 將 雙 手 瞬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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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前 推 出 ， 並 用 高 聲 位 喊 出 「 ha」 (等 同 於 中 文

的 「 ㄏ ㄚ ˋ 」 )  

目 的 ： 此 為 前 兩 項 練 習 的 融 合 ， 可 加 強 聲 音 張 力 ， 也 可 幫

助 找 尋 正 確 的 成 聲 位 置 。  

(四 )  喉 結 下 沉 (作 嘔 吐 感 )的 練 習 ：  

       步 驟 ： 1.  舌 根 下 沉 ， 舌 尖 定 位 平 貼 下 排 牙 齒  

2.  用 手 指 、 筷 子 、 打 喝 欠 等 方 式 使 本 身 產 生 嘔 吐 感  

目 的：放 鬆 喉 嚨 肌 肉，有 助 於 喉 結 下 沉，使 喉 嚨 空 間 張 大 ，

不 堵 塞 聲 音 送 出 。  

綜 觀 上 述 研 究 ， 若 能 妥 善 練 習 ， 即 可 達 到 下 列 目 標 ：  

(一 )  呼 吸 自 然 ， 展 現 歌 曲 的 流 暢 。  

(二 )  音 色 優 揚 ， 音 響 傳 遠 無 礙 。  

(三 )  音 域 增 廣 ， 演 唱 時 較 不 受 音 域 限 制 。  

(四 )  咬 字 正 確 ， 在 情 感 表 達 中 揮 灑 自 如 能 引 起 聽 眾 共 鳴
8。  

 

筆 者 花 了 大 學 四 年 及 研 究 所 兩 年 半 的 時 間 ， 大 致 將 這 些 訓 練 方

法 探 索 出 了 雛 型 ， 且 學 以 致 用 ， 但 有 時 仍 會 因 為 許 多 內 外 在 因 素 而

導 致 聲 音 不 穩 定 ， 所 以 學 習 美 聲 唱 法 必 須 長 時 間 不 斷 累 積 經 驗 以 及

不 間 斷 的 練 習 ， 才 能 夠 使 聲 音 和 身 體 達 到 協 調 與 穩 定 ； 故 大 多 數 的

男 高 音 聲 樂 家 大 約 在 中 年 以 後 才 能 達 到 演 唱 實 力 的 巔 峰 ， 其 道 理 由

此 可 循 。  

 

 

                                                 
8 柴 寶 琳 ， 頁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