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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声乐演唱风格

王 畅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河南郑州 451150）

【摘 要】 民族声乐是我国民族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遗产，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融合发展的
背景下，为民族声乐艺术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伴随国际上日益密切的文化交流，现
代民族声乐传承传统民族声乐中的戏曲与曲艺精髓，又汲取融合西方声乐艺术的唱法理论，呈现出一种
具有多样性、多元化全新艺术形式。本文首先介绍现代声乐及艺术特征，探讨民族声乐的演唱风格，通
过创新民族声乐思维，构建自我身份认同感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熟知和喜欢我国现代民族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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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歌者在传唱中，不同的唱法形成不

同风格特色的曲调。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时，音乐

家要创新融合民间唱法，大胆突破传统音乐风格的界限，

积极学习和借鉴各个民族的音乐优势，并在不同的去掉

中融入现代元素，将现代元素与民族特色相交融，实现

协同发展，创作出包含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气质，又符合

民族欣赏习惯与审美声乐作品。

与西方音乐文化的结合。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

我国对西方声乐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音乐学者

接触和学习西方声乐演唱技术，并将之应用到我国民族

声乐中，从而决定了现代民族声乐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

中西文化的融合。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详细介绍中西声

乐艺术文化的融合：首先，表现为技术的融合。美声唱

法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引起我国音乐家的关注，深入
研究和学习美声唱法，积极借鉴美声唱法的演唱技法。

例如，美声唱法的演唱腔体通透、歌唱圆润、气息稳定

有力等特性。同时，本着“求同存异”的发展原则，将

具有我国特色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地域特色融入音

乐创作，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特征；

其次，表现为观念的融合。由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宗

教信仰和文化差异性，现代民族声乐虽然具有浓郁的现

代气息，但是民族声乐作为我国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

在借鉴和应用西方声乐演唱技术时，我们接受西方声乐

艺术的科学性，也尊重中西文化的思想差异性，以我国

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为积淀，以西方音乐理论进行补充，

基于民族声乐的本土特色，融入世界音乐文化，两者互

相渗透融合，促使民族声乐艺术与国际接轨，绽放出更

具影响力的艺术特色和价值。

2  现代民族声乐的演唱风格

关于现代民族声乐的演唱风格我们主要从多元化、

共同性两个方面介绍。

2.1 现代民族声乐演唱风格的多元化
想要唱好一首歌，就需要了解它的风格特点，才能

确保演唱的气质、格调和情感的准确性。我国民族声乐

主要源于人们的劳动与生活，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复杂

的地理环境因素，加之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决定了我国

现代民族声乐由民族声乐发展而来，呈现出浓郁的现

代气息和民族风格。相较于传统民族声乐，其演唱风格

也发生变化。因而，为发扬现代民族声乐，传承民族文

化，重视和创新演唱风格，只有将民族风格和作者情感

真实演绎出来，才能提高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表现效果。

1  现代民族声乐及艺术特征

1.1 现代民族声乐
民族声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语言和音乐风格，也

是组成歌唱艺术的重要内容，主要以声乐作品完美呈现

和表达了中华儿女的思想情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发展日趋稳定，人们

日益提升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推动提升人们对精神文化

的追求。在此背景下，促使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呈现

健康、平稳的局面。在中西交流发展中，我国民族声乐

受西方美声唱法的影响，音乐家开始关注和学习美声唱

法，并将其与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相结合，并极力探索出

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科学性、艺术性的民族唱法——

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其在保留传承民族特色的同时，又

吸收西方音乐艺术的优秀元素，在世界全球一体化发展

中，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受到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1.2 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特征分析
第一，与民族音乐文化的结合。我国作为一个多民

族国家，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

交融，使得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呈现出民族融合的特征。

现代民族声乐中音乐文化的融合，将具有原生态和淳朴

的民族唱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现代民族声乐音乐文化的

融合主要表现为曲调与旋律的交织与互融，使民族声乐

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征。关于民族声乐艺术

对民族文化的吸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民

族声乐通过吸收民间曲调精粹，推动众多具有少数民族

风格和特色的声乐作品的诞生。通常民间曲调情感真挚

饱满，富有活力特色，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民族声乐

艺术融合民族音乐，不仅丰富创作形式，还促进少数民

族对音乐创作的需求，促进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加强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另一方面，民族声乐

与民间唱法的结合，歌者的演唱决定和影响了民族声乐



- 187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7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现代民族声乐演唱风格也将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其中，

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及流行唱法属于现代民族声乐的主

流唱法，随着原生态唱法的出现，也为少数民族声乐艺

术创新打开一个新思路。

按照我国民族声乐多元化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文化

发展毕竟和民族风格色彩，可以将民歌划分为江南、江

淮、闽粤、湘鄂、西南、西北、东北及中原等地区。这

些歌曲演唱具有浓郁的区域色彩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不

同的民族音乐带给听众的感受也不一样。例如，蒙古民

族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有着直爽豪放的性格，蒙古民

歌充分体现这些民族气质，其中最具代表的“长调”，曲

调辽阔悠长，节奏自由，情绪热烈奔放，在演唱过程中

真假声并用，有着浓郁的草原气息。再就是，山东民歌

有着强悍、粗犷、质朴、风趣等特点，演唱中多运用方

言、卷舌音等，咬字干净利落，声音宽广洪亮，表现了

山东劳动人民的淳朴与豪放特性，代表作有《沂蒙山小

调》，歌曲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中的“低”需用卷舌

音放眼演唱，才能体现山东民歌特有的风格。

民族音乐根据区域划分成不同的民歌，不过一般区

域相邻的民歌存在交融或者重叠。不同民族的声乐之间

互相吸引，在交流互动中，运用多维创作理念，呈现出

独有的风格特色，通过对多民族综合音乐风格的演唱，

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艺术，并在世界交流互动中代表中

国的特性。

2.2 现代民族声乐演唱风格的共同性
现代民族声乐演唱风格虽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但

又具有诸多共同性。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

第一，民族声乐起源于生活，与人民的社会生活有

着紧密的关系，体现为人们在长期劳动、生活、斗争实

践中形成的思想、情感及意志。例如，陕西民歌《脚夫

调》表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脚夫们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所遭受的悲惨的生活，备受压迫、缺吃少穿、

背井离乡的遭遇。

第二，民族声乐的声音色彩多为“甜、亮、水、脆、

甜”的特色，对此用声方位主要分为抒情性、风格性及

戏剧性的用声方法。首先，抒情性用声方法声音细腻、

委婉柔和，假声成分多，缺少风格特性，主要适合演唱

具有民歌风格的歌曲和抒情歌曲；其次，风格性用声方法

声音明亮纯真，音乐宽广，因为真声成分多，有着很强的

表现力，主要适合演唱中国歌剧和风格性强的歌曲，例如

《党的女儿》演唱用的就是风格性用声方法；最后，戏剧

性用声方法声音深厚、圆满丰润、音乐宽广，多为真假

声混合用，主要适合中国艺术歌曲等民族综合类作品的

演唱，例如《黄河怨》演唱用的就是戏剧性用声方法。

第三，民族声乐演唱形式之间互相影响、共同发展。

在我国民族声乐中，传统民歌、戏曲、曲艺及现代民族

声乐新唱法，彼此取长补短，互为促进。例如，二人台

《走西口》由陕西民歌《走西口》发展而来，云南民歌

《小河淌水》对云南花灯《十大姐》的曲调影响颇深。再

就是，很多民间歌舞音乐都是起源于民歌，通过民间或

者半职业艺人的传承创新，为歌舞增加了故事情节、丰

富了演唱的曲调，逐渐形成现在戏曲音乐的人物性格化

和戏曲化的特点。

第四，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受风格影响和决定，方

法是呈现风格的手段，为风格服务的同时也受到风格的

限制。现代民族声乐演唱风格的共性化中声音特点表现

为：首先，明亮靠前的声线。因为汉语的发音包括字头、

字中、字尾，在歌唱中，音色主要是通过中间的韵母来

表现，通过唇、齿及舌头的配合完成咬字归韵。由于声

母与韵母转换与衔接过程中，气息发音短暂而有力，这

就让民族声乐演唱位置靠前、语言清晰。另外，由于国

人声带发音较短，使得演唱较为灵活，当民族声乐的发

声采用共鸣腔体发音，就会形成明亮靠前的声线；其次，

韵味浓厚的润腔。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曲调旋律，不仅

具有民族特性，而且润腔方法也各具特点，呈现出浓厚

的民族气质。通过断音、装饰音、音色变化、力度变化、

节奏节拍等多样性的润腔方法，呈现出的民族声乐作品

极具创造性的美感；再就是，字正腔圆。在演唱过程中，

不管多么优美动听的旋律，都要结合清晰准确的咬字与

行腔表现，圆润的唱腔提升美感，歌者运用语言表现音

乐美；最后，声区统一的演唱，民族声乐演唱中分为高

中低三个音区，随着声区的不断提升，在保证真声同时，

假声的运用也发挥显著作用，保证音色不变的基础上拓

宽音域，使音乐明亮清脆、甜美流畅、婉转动听。

3  结语

我国民族声乐历史悠久，由于不同区域环境特点、

语言、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风格的差异性，逐渐形成

了风格多样的民族声乐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

族声乐发展与时俱进，在保留独特风格特色的同时，也

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声乐的精粹，互相学习和交流，促

使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区域成熟稳定。本文主要从现

代民族声乐的艺术特征和演唱风格两个大的方面阐述，

呈现出被世界人民接受和推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

族声乐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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