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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有着浑厚而富有磁性的嗓音，这也是他作为国内罕有的男低音歌唱家的特质。在《赵氏孤儿》中扮演过古稀之
年的公孙杵臼，在《孔子》中演绎了从30岁到73岁的孔子，但其实张楠是一个80后，眼下他又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了民族
歌剧《沂蒙山》的筹备工作之中。

从充当绿叶到担纲主演，再到全盘筹划，张楠总是以初学者的心态面对自己的艺术道路，“所谓不忘初心不光是要
谨记当年的梦想，还有不要忘了当年的求学之心，人就是要一直学习，一切才刚刚开始。”

本报记者 刘雨涵
实习生 蒋成圆

做有心人
忙事务也能滋养创作

不同于演员纯粹的艺术创
作，张楠目前从事的
工作更加琐碎繁杂，
他正在为民族歌剧

《沂蒙山》的前期筹
备工作而四处奔走，
联络、运作、申报、预
算等等他都要亲力
亲为。“事务性的工
作更注重人和人之
间的沟通协调，还要
具有前瞻性。”

除此之外，张楠
还担任着山东歌舞
剧院办公室主任之
职，很多人都认为事
务性工作会影响艺
术创作，但张楠反而
觉得自己从中汲取了
更多的养分。“要说损
伤肯定是在时间上，
但这个完全取决于你
个人怎么做，我觉得还
是要做一个有心人。”
张楠发现，自己吸收到
很多以前纯搞艺术时
所没有的营养，反过来
又滋养到自身的艺术生
产创作。“首先是心性的
培养，以前可能会比较躁，
但是搞行政一定要把心放
下来，在这样平静的状态中
再去搞艺术创作就会有个好

心态。另外就是观察事物的角
度发生了变化，以前完全是带着
演员的心态感受生活、体会生
活，但是现在打交道的切入点不
一样了，也会遇到纠纷、困难，
让我换了一种审视生活的角
度，对于演员的视野也是一种
拓宽。”

虽然从事艺术的时间被压
缩了，但是张楠更加珍惜演出
机会，“对我来说，最快乐、最幸
福的事情永远都是能上台唱歌
演戏。”文化下乡、高雅艺术进
校园等活动，张楠现在还是冲
在第一线参与，“这种常规性的
活动演出了十几年，但是因为
有着使命感，并不会感到倦怠，
这也是我们的职业道德，无论
大小，要专业地对待每一场演
出。”因为男中低音的代表性曲
目《夕阳红》《滚滚长江东逝水》
等经常会被老头儿老太太们点
名要听，所以张楠也成了老年
福利院的“常客”，他笑称，“这
就是我们男低音这种‘生物’在
国内的特殊作用。”

重新出发
从演唱者到歌剧演员

男低音在国内确实属于“稀
有物种”，但是真正让张楠有了男
低音的底气，还是从2011年他主
演的歌剧《赵氏孤儿》开始。“之前
虽说自己是男低音，但没有作品
毕竟就没有那么硬气，《赵氏孤
儿》对于我是非常大的转折，可以
说是我艺术生涯的蜕变。”通过这
部剧，张楠完成了从演唱者到歌
剧演员的转变，“以前也学习过歌
剧的咏叹调，但那只是一个个唱
段，如果要演歌剧，不仅要完成音
乐作品，还要塑造人物角色，这是
最大的不同。”整整148页的谱子，
张楠要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
部记住。

这也是张楠首次挑战原创
作品，“以前都是有参照物的，你
可以听听别人是怎么唱的，而对
于原创歌剧，你要给这个作品第
一次赋予生命。”在出演《赵氏孤
儿》之前，张楠已经有了七八年的
舞台经验，他本以为自己可以算
是个比较成熟的演员了，没承想
一进入歌剧中他就全傻了眼。“我
发现自己连路都不会走了，只要
出现在舞台上，你就得是这个人
物，就要带着人物去走路，这完全
颠覆了我以前的表演习惯和认
知，一切可以说是从零开始。”

在此之前，张楠感觉自己进
入到了瓶颈期，“那个时候经历了
结婚生子，生活比较安逸，自己也
唱歌十多年，心想也许今生就是
唱到这样，不大可能会有突破
了。”而歌剧的全新要求让张楠的
音乐素养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度，“要细化到每一个音
符、每一个节拍，以前从没有严谨
到这个程度。而且歌剧是不可复
制的艺术，一旦进入到歌剧时间，
就不可以再出错，你不可能让70
个人的乐队因为你一个人的错
误而全部停下来。”

《赵氏孤儿》激发了张楠的音
乐潜力，之前参加比赛他一般都
是得二三等奖，参演了歌剧之后
张楠就开始拿一等奖了。“关键是
我对音乐有了全新的态度，我感
到自己才刚起步，又开始了新一
轮的成长。”

绝对主角
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由于男低音的特殊音色，他
们大多扮演的是父亲、爷爷等年
长角色，而且往往伴随着仇杀、死
亡、痛苦，角色不出彩，演唱内容
也晦涩生冷，长期以来只能甘当
绿叶。“我们没有其他声部那么辉
煌，光从歌名就能看出来，男低音

唱的是《父亲的哀伤》《破旧的外
套》《在那幽暗的坟墓里》，男高音
的歌是《奇妙的和谐》《我的太
阳》。”在张楠看来，国内还是一种
就高而论的审美，“在国人的评判
标准中，大多觉得谁更高亢谁就
唱得更好，我们男低音想要做出
点成绩是非常难的。”而2016年的
大型民族管弦乐音诗《孔子》则给
了张楠一次当男一号的机会，而
且这个角色还是千古至圣孔子。

剧中的孔子年龄从30岁跨越
到73岁，而且重点部分在其中年
以后，稳重的男低音更符合孔子
的审美形象，因此张楠便脱颖而
出。“以前演《赵氏孤儿》，即使你
做得再严谨，毕竟不是舞台的中
心，而在《孔子》中我是绝对的主
角、全场的聚焦，这部戏的成败就
担在我身上，这个心理压力可想
而知。”

为了揣摩角色，张楠借助肢
体反应来提醒自己，却形似神不
似，后来经过编剧老师的启发，他
才知道了“真听、真看、真感受”的
切实含义。“这句话很多人都说
过，但真正做出来很难。如果你真
正感受到自己是个老年人，那么
你的每一个表演动作都会是合
理的。如果你真的在经历人物的
彷徨迷惑，就能活灵活现，而不会
生硬。”从彩排到演出，张楠让孔
子“住”到了自己的身体里，很多
事情都在用孔子的言行举止来
约束自己，无形中就有了一颗敬
畏之心。

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当年在
《赵氏孤儿》中对于角色塑造的感
悟，张楠在《孔子》中开始学会用
歌剧的思维来表演，这样一来，他
对于动作的设计、唱腔的把控都
有了更高层面的思考。“舞台呈现
在观众面前是平面的，但是演员
在歌剧的舞台上应该感到是立
体的，场景不在观众心中而在你
心中。你心中有大地，就能走出大
地的感觉，心中有山，就能产生登
山的感觉，这就是歌剧的思维。”

在谢幕之际，作为主角的释
放感和幸福感是张楠从未体会
过的，“以前你唱得甭管再精彩，
那些铺天盖地的掌声和叫好声
都是送给一号的，所以心中总是
不那么过瘾。到了《孔子》谢幕的
时候，才真正知道主演有多么幸
福，所有一切的辛苦付出在那一
刻都值了。”

张楠希望接下来能将歌剧
的火种进一步散播出去。“歌剧是
艺术皇冠上的明珠，但是它在中
国才刚刚起步，歌剧想要普及不
能只寄希望于社会物质条件的
提升。传播歌剧是每一个从业者
的使命和责任，如果大家都能有
这样的态度，那么十年后我们的
歌剧行业就会大为改观。”

男低音歌剧演员张楠：

让让孔孔子子融融进进
自自己己身身体体里里

张楠，山东歌舞剧院青年男低音歌唱家、歌剧
演员，曾获省第十、第十一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美声唱法二等奖，第十五届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
视大奖赛优秀歌手奖。参演山东歌舞剧院大型原
创歌剧《赵氏孤儿》，饰演主要角色公孙杵臼，受邀
参加第二届中国歌剧节；参演大型民族管弦乐音
诗《孔子》，饰演男主角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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