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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唱法产生于我国的民间音乐，从古代产生的风、雅、颂到今天的新民歌，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种类繁多，

然而在当今科学的发展年代，我们的民族声乐也在不断的延续糟髓，寻找创新，不论在演唱技，5．Lff．是在表演方式上鄯在不断的完善。结合京

剧以及中国各种戏曲种类，还结合西方唱法的科学性不断的寻求最科学最独特的民族声乐唱法，不断创造更加永恒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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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唱法是按照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语言

习惯、音乐风格和韵味刨造发展起来的一种

歌唱艺术。它的种类可谓是花样繁多，如戏

曲、说唱、山歌、民间音乐、古诗词等等。

当今发展的时代，尊重自身发展规律和民族

时代性，不断吸取西方和戏曲稽髓文化，发

展良好的民族声乐方法。

一、民族■法的发晨

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和光辉

灿烂的文化，中国的古诗词以其博大的文化
内涵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在<史记)中，公

元前2300年就有了诗歌。<诗经)是我国最

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大量的西周时期的

音乐作品，它相当于一部民歌总集，影响深

远。<楚辞)是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发展的。

伟大的诗人屈原将楚国民歌从内容到形式上

提高了一大步。具有浓厚的风俗韵味。《汉
乐府>来自民间的歌谣，从公元前6世纪收

集。后经汉朝乐官整理，诗歌中的“胡笳

十八拍”是汉朝保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音乐资

料。南北朝民歌委婉。柔美。北方民歌豪放

大气。‘琴歌>产生于公元前770年，收集

了大量的民歌的调调。唐朝的民歌、诗歌、

曲艺、戏曲。宋朝的《诗经>、‘楚辞》、
《汉乐府>。元朝的民歌、诗词，如<事林

广记>。清朝的如《九宫大成>。近现代以

来国家和人民也越来越重视文艺的发展和地
位。涌现了大批创作家创作群众基础民歌和

民族特色音乐作品。

=、民族声乐的演■方法

从歌唱的角度，中国民族声乐喜欢明

亮靠前的甜美嗓音，民族唱法的特点首先是
声音明亮，然而人们也逐渐形成这种审美意

识。但因每个人的声音特点不一样，在民族

唱法上也会有不同的音色效果，所以我们要

掌握科学的正确的发声方法，发挥自身独特

性来表现作品意境。

我国56个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

中各民族音乐艺术有着辉煌的成就。对于少

数民族而言．各个地区的风土人情、风俗习

惯、思想感情、历史背景、语言的不同表

现，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

声乐文化，所以我们要把握民族特色，保持

民族特色，延续民族韵味。

三、民族声乐与京嗣的结合

民族声乐就是人声歌唱的艺术，我国京

剧里也是这样，其他戏曲亦是如此，京剧更

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京剧中的“唱、念、
做、打”我们也都很熟悉，这在民族声乐的

学习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京剧的声乐是要把

发声的技巧，行腔的技巧和吐字的技巧柔和

在一起。如京剧的呼吸：运气也是指丹田的

气，集中而有力。换气也是在唱的时候就着

胸腹运动的方向顺势进行换气。著名声乐教

育家周晓燕老师还有邹文琴老师也曾讲过，

声乐演唱中比较科学的就是胸腹式联合呼吸

法。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说明这种方法是最

为省力最为科学的。京剧中的偷气也是换气

也要灵活运用。还有压气、歇气、气口等等

的要求都对民族声乐有着着实的作用。京剧

中呼吸的锻炼方法也很有讲究。如拖长音练

习、弧形气息练习、一气多音练习、一气多
音多字练习、断音练习、高位置朗诵练习、

吊嗓、念白等等京剧的发声方法练习在民族

声乐练习中都显而易见。导师也经常在课堂

讲述京剧的精粹在声乐学习中的重要运用。
京剧更注重的是全面的表演，还有演唱时的

独特方式，更要讲究眉心，头腔，甩腔。

在民族声乐的创作中，作曲家也吸取京剧精

华，如<故乡是北京》、《曙色》等作品，

着重表现京剧韵律。

四、民族声乐与美声的结合

美声起源于音乐古国意大剩，美声方法

有自己的科学性，其通松、华丽、圆润、穿

透力强、技巧高、洪亮、音域宽、难度大，
其科学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随着时代

的不断发展，各大院校和声乐教育者也借鉴

美声练习曲，把喉头打开。把位置放上，长

期民歌也通常了很多，特别是高音很方便，

科学的方法练习，高音不再挤，作曲家也在

不断的创新高难度的作品，培养科学的演唱
方法和技巧，培养有独特风格的演唱者。演

唱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随着我国声乐教育

的不断发展，新时期的带头人戴玉强老师也

在课堂上无数次的讲，不管是民族还是美

声，都要“打开喉咙，气息歌唱”。可见声

乐艺术都是相通。

万物皆相通，合理得运用美声方法解

决不足，但不是完全地失去特点和风格，借
鉴其优点，用上高位置和混声，但一定要保

持原有作品风格和民族特色。在我国声乐不

断发展的今天，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

民族特色声乐演唱者。如彭丽嫒、宋祖英、

雷佳、常思思等，在美声基础上发声培养牢

固的演唱基本功去演唱中国民歌，把握民族

特色。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一直都是相互并

行、相互竞争、相互渗透，同时又相互借鉴

和学习的。两种唱法各有千秋，它们之间并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二者也有区别。在

艰辛的声乐学习道路上，我们要不断的吸取
各个声乐艺术的长处，在演唱与实践的过程

中不断的协调与进步。

五、新民族声乐的完善和发晨

新民族唱法。相对于传统民族唱法基础

上的一种更为科学的声乐演唱方法，大胆结

合欧洲美声唱法宽广的音域，同时继承并发
扬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清晰咬字，字正腔圆，

情感质朴等科学方法。声音上讲究甜、润、

圆、脆，气息上讲究声带与胸腔、腹腔、咽

腔、喉腔、鼻腔、头腔等等各个部位的共

鸣，提倡合理用嗓，从而能保证声音和音色

有很强的弹性和穿透性。民族声乐的新唱法

结合中国特色与西方特色，结合京剧唱腔精

粹以及多个地区演唱方式优点，但是又不简

单等同于所有地方唱法的新唱法。在新唱法

的当下，无论是在发生还是运气方面，又都
不明显等同于其唱法。

我们既要继承民族音乐传统，注意保持

民族特色，又要从表现新时代出发，勇于开
拓、大胆刨新。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声乐的

优良传统。我们要善于批判地吸取国外一切

可取的东西，取之所长，为我所用。同时在

学习西方声乐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要借鉴我

国特有的戏曲声乐艺术精髓，在不断地学习
和发展过程中，也要保持独特的中国民族声

乐特点，传承中国民族文化和声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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