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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贵州侗族大歌的演唱规律

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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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侗族大歌是侗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对侗族人民内在精神文化追求的重要体现。侗族大歌是中国文化

传播的重要形式，其音乐内涵和文化价值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侗族大歌不仅内容丰富，旋

律优美，而且是一种多声部民歌，具有音乐演唱上的独特性。侗族大歌在演唱时，呼吸、鼻腔共鸣以及舌尖颤音等

方面具有独特的规律。侗族大歌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其在演唱规律上具有重要的研究特点，对于提升我

国对侗族人们的了解，丰富中华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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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人们能歌善舞，侗族大歌带有独特的民族特色，

是对侗族人们文化内涵和精神面貌的重要体现，也是我

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侗语中，侗族大歌又称作

“嘎老”。侗族大歌是侗族人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

生活和劳动的经验的总结。侗族大歌是由劳动人们共同

创作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的体现。演唱形式

呈现多样性，高低声部相互配合，演唱规律独特，具有

较高的研究价值。

1 侗族大歌的内在意义
“饭养身，歌养心”，这句话是说，侗族人民把唱

歌放在和吃饭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侗族人民对大歌内

在需求的重要体现。侗族人们对唱歌具有较高的热情。

歌曲对人们的精神食粮，能够极大满足侗族人们的精神

需求，使其生活更加充实，充满情趣 [1]。侗族人们生活

的环境优化，美好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侗族人们的轻松，

自由的，超凡脱俗的心境。而且侗族人们相处融洽，具

有良好舒适的生活氛围。这种背景下，驱动了侗族人们

对大歌的喜爱和需求，演唱大歌逐渐成为侗族人们的一

种社会化的活动。演唱大歌是侗族人们一种特殊的生活

状态，充分展现了人们的心境变化。

2 侗族大歌演唱规律探究

2.1 语言规律

侗族大歌以侗族南方方言为基础。侗族语言具有其

独特的民族特色，能够真实的体现侗族人们的生活状态

和历史演变。侗族大歌语言来源于人们的生活，主要是

以口语化的语言，展现人们的生活趣味。其浓厚的民族

语言特色，对于歌曲的实际演唱规律具有极大的影响。

侗族大歌历史悠久，在交通不变的年代，其主要的作用

是进行知识和文化的传播，为人们的生活带来趣味的同

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便利。学习侗族语言是进行侗族大

歌演唱的基础和前提。在进行大歌演唱时，每一句的最

后一个字，都要和声调保持一致。歌词要押韵。由于大

歌声调技巧比较多，具有较高的演唱要求。所以把握侗

族语言声韵规律是关键。声韵包括内韵、腰韵以及尾韵
[2]。通常情况下，尾韵在一个唱段里始终保持不变，而

其他两声韵可以有一定的变化。由此可见，掌握侗族语

言特点和规律，是进行侗族大歌学习和演唱的重要前提。

2.2 呼吸规律

侗族大歌的呼吸方法和一般的其他的民歌方法几乎

没有差别。其主要利用“吟”呼吸方法进行演唱。但是，

侗族大歌是侗族人们在自然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情

况下的心情的抒发，所以其呼吸方法具有独特的自然特

点，而少了呼吸技巧上的束缚。侗族大歌中的拟声效果，

就是对大自然界中万物的声音的模仿，展现了侗族人们

对大自然美景的热爱。在低声部的配合下，领唱者可以

即兴发挥，在自由的状态下，淋漓尽致地展现“花腔”

特色美感。分岔支声形式，延长低音部“la”的时间，

与主声部旋律进行相互配合，两人轮唱上声部，展现优

美的和声效果 [3]。这种演唱方式需要较好的呼吸方法配

合。一般情况下，常用的方式是“链式呼吸，互换气息”

的方式，结合演唱者的实际情况自由控制气息长度。统

一和谐是演唱侗族大歌的基本要求。这就为低声部歌者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演唱者要根据整体演唱效果，对自

身的声音进行合理调整，确保整体演唱效果的统一，优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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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鼻腔共鸣

在演唱侗族大歌的过程中，共鸣方式的应用，会导

致演唱音色、音质以及音量的不同，影响咬字、发声等，

从而产生不同的唱法。侗寨优美的自然景色，侗族人们

和谐的相处氛围，良好的品质道德，都对侗族大歌的演

唱规律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共鸣效果。因此，

在进行侗族大歌演唱时，要注重对鼻腔共鸣技术的掌控，

做好鼻腔共鸣和鼻音之间的互相转换，是侗族大歌的演

唱难点。鼻腔共鸣的运用能够使产生较好的音色效果。

在进行演唱时，演唱者要结合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合适的

时机进行鼻腔共鸣的运用。鼻腔共鸣时音色效果富于变

化，充满情趣。

3 侗族大歌演唱的审美价值

3.1 形象丰满

文化形象，能够促进文学形式更加立体化，能够更

加生动，具象地展示文学内在精神和文化。侗族大歌作

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利用自然以及生活中生动的现象，

使得歌曲语言更加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且，侗族劳

动人们在进行歌曲创造时，注入了自身真实的情感态度，

使得歌曲形象更加丰满，充满活力和生命力，使得大歌

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实际，受到

人们的喜爱。例如在“阳雀飞去山冷淡，情歌走了妹冷心”

的歌词中，以“阳雀”“山”等自然界中具体的实物形象，

营造凄凉的情感氛围，烘托恋人之间难分难舍的情感。

3.2 情感真实

表达演唱者的内在情感是进行歌曲演唱的重要动

力。通过大歌的演唱，能真实表达歌者的内心情感。在

侗族大歌中，表现恋人之间的真挚情感是最广泛的主题。

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侗族大歌以人们熟悉的艺术形

象，以贴近人们生活的歌唱手法，倾注自身的真实情感，

表明自己的心迹。在侗族大歌的艺术形象中，多是热情

奔放，充满勇气，敢于表达和追求爱情和幸福的青年形

象。这充分展现了侗族人们对真挚的情感，对幸福生活

的热爱和向往，并敢于为之付出努力的人生理想。

3.3 语言精炼

艺术表现形式，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感悟和升

华。并且艺术表现形式要能够使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丰

富的情感，以其经典的形式在人们生活中得到流传。在

侗族大歌中，语言应用和结构形式和诗歌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侗族大歌采用人们生活中熟悉的，能够引起人们

广泛共鸣的事物，利用典型形象，展示生活的本质，用

精炼的语言展现歌曲的优美和高雅。例如，在歌曲《渣

渣掉进眼里头》的歌词中，“坐在门边心里愁，想起情

歌眼泪流。爹娘问我哭哪样？渣渣掉进眼里头【4】。” 

短小精悍的四句歌词，用最精炼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

一个处在恋爱中的少女的形象。精炼的语言表达富有感

染力，让人们产生强烈的共鸣。在侗族大歌中，很多都

是侗族人们在生活或者劳作中的即兴所做，通过通俗化

的语言，表达出了当时人们的真实情感，充分展现了语

言的表现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侗族大歌是侗族人们自我创作，并在长

久的演唱和传承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性。侗族大

歌是对侗族人们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其拟声效果真实

再现了侗寨的优美的自然风光。侗族大歌演唱规律的独

特性，体现了侗族人们的生活习俗，性格以及生活环境

等因素，是对侗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侗族大歌的演唱规

律和特点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能够进一步丰富我国的

音乐表现形式，促进中华文化的深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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