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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声乐教育中美声中国化存在的现状

曲晶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   150010

摘要：美声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中国美声教育发展中，美声的教育工作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化的美声唱法实际

上就是对美声唱法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继承了美声唱法的特点，并对其唱法进行了创新，加入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特色

和属性，使得美声唱法中国化适应现在社会发展要求的新态势。本文主要是通过研究，声乐教育中美声中国化存在的现状，

来探究美声中国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在高校的教学中，教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来实现中国学生选择怎样的传统美

声进行有效的继承？教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对选择继承的声乐进行创新？教师在进行美声教学中着重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

采取先进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学理念进行教学，学生也应具备比较清晰明确的客观认识的学习意识，才能更加有效

的学习美声声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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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声唱法是指喉头在保持吸气位置状态下，呼出气流

吹响声带，使打开的共鸣腔体能够完全、均匀共鸣的唱法。

美声唱法起源于欧洲，它对欧洲音乐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影

响，是人类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社会和时代

发展的产物。美声唱法要求演唱者在演唱时要具有优美的音

色，随时随刻进行变换，而且还需要科学性的发声，要求发

出来的声音高亢通透，带有金属质感，这就对演唱者的要求

比较高，因为这种高要求的演唱方法，所以对声乐的发展产

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美声唱法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依然存

在一些典型的问题，比如美声唱法咬字难以改变应用起来更

多的是生搬硬套等。因此要对美声唱法中国化寻找更有效的

途径进行创新，运用更加切合实际的方式，来突破迁移困境，

架起更好融合的桥梁，进一步推动美声唱法中国化。

一、美声唱法在中国发展历程

随着中国美声唱法的发展历史来看，美声唱法中国化

并没有得到完善的发展，还需要继续去探索。从 1919 年

五四运动开始后，中国人民思想更加新潮，国人们开始打开

国内大门，迈向世界，受到国外思想的影响，学习更加先进

的文化知识，随着众多留学生的归来，三、四十年代美声唱

法在中国得以崭露头角。周小燕，周淑安的代表作《秋子》

在重庆以美声唱法形式进行演唱，第一次的演唱取得了相当

高的成就，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对中国的声乐史产

生的意义非常重大。在 40 年代，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已经

达到了非常辉煌的时刻，新颖的艺术歌曲形式和新的歌唱方

法相互结合，在中国音乐史上展现出非常不一般的景象。在

20 世纪初，我国的第一所音乐学院在上海正式创立，国立

音乐学院的办学体制吸收了欧洲音乐学院办学体制的可取

之处，把声乐设立为其中的课程之一，从此美声的中国化历

程开始了漫长而缓慢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美声发展史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由于美声唱法和中国的民族和歌剧唱法存在着

难以相融的地方，导致中国传统歌曲继承美声唱法存在一定

的困难，对于中国传统歌曲的精华和特色，也无法非常有效

的融合美声唱法中去，对美声中国化唱法的创新也存在一定

的困难，这就使得难以适应新时代艺术发展要求。[2]

二、美声中国化存在的原因

由于我国人体和西方人体的体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就导致东西方在学习美声的时候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

为人体的非常细微的生理差异会对美声的学习产生较大的

影响，而欧洲的人胸腔共鸣比东方人先天性更加好，所以，

西方人在学习美声的时候，因为其生理上的优势导致他们的

发音规律和特点有比较大的优势，而且他们本身也有比较好

的发音习惯，使他们更加容易找到歌唱位置和胸腔共鸣，再

加上后天的专业训练，所以西方人比较快速的能掌握美声发

声的关键。而在我国因为语言结构更加复杂，所以在说话的

时候导致口腔僵硬紧绷，又缺乏比较专业的后天训练，所以

我们在学习美声唱法时会更有难度，必须加强胸腔共鸣的练

习。[3]

三、美声唱法中国化现状

( 一 ) 美声唱法咬字难以迁移

在美声唱法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因咬字难以迁移，

导致无法高效的融合，主要是由于：第一因为汉语和意大利

语的发音相差甚远，意大利语主要是由五个纯元音组成，而

汉语拼音较为复杂，这就导致意大利语在发音时，口腔内张

力和开口幅度要更大，发出来的声音更加响亮，如果汉语用

音乐的形式演唱出来，使其加大口腔内张力和开口幅度，就

会导致咬字不清，声音不清晰等情况。第二因为汉语体系更

为复杂且发音具有连续性，导致美声和汉语发出来的声音转

化较为困难。第三是因为汉语拼音当中存在四声调，而西方

语言中不存在声调，如果用汉语进行演唱，若没有使用正确

的声调，则会导致语意模糊，意思相差甚远，在四声调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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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当中不利于稳定气息跟准音节，这就导致在演唱中增加了

难度。[4]

( 二 ) 美声唱法运用生搬硬套

随着我国音乐的迅速发展，在很多歌曲当中，如民族

歌曲、流行歌曲等领域都渗入了美声唱法。但是从美声唱法

中国化现状来看，很多当代的音乐学者和专业歌手为了能够

快速的制作出歌曲作品，只是一味的追求技巧，把美声唱法

生搬硬套，使得自己的作品当中穿插美声唱法，却没有对相

应的美声唱法歌曲的背景、语言特色和艺术风格等进行全方

面的深入了解和解读，这就导致即使作品当中存在美声唱法

却不能真正的抒发美式唱法的美感，甚至导致歌曲会失去原

本风味而变得怪异。

 ( 三 ) 美声唱法因特殊难融合

美声唱法因其唱法特殊，发音较为优美奇特，具有比

较不一般的特殊属性，所以导致人民群众深深的喜爱，这就

与中国的唱法相差较远。对于欧洲歌剧，其相同的特点都是

立足于本土，把当地的传统特色体现在音乐中，向人们传达

了富有特色的审美乐感。所以就美声唱法因此特殊的原因，

使得美声唱法中国化面临的现状形势非常严峻，首先中国

传统的一些戏曲艺术与美声艺术相差甚远，关联性比较低，

然后，因为中国的发音问题导致传统的调试体系和西方调试

体系存在非常大的区别，在一些民族歌曲当中更加的表现明

显，最终导致美声唱法中国化的改革难度增大，美声唱法更

加难以融入中国唱法当中去。

四、美声唱法中国画有效途径

对于中西方发音不同问题，要使得美声唱法咬字难以

迁移问题得到解决，必须在平常的美声学习中多加练习和思

考，声乐演唱者要注重标准化发音，使得演唱时声音更加清

晰自然，同时也要掌控好呼吸节奏，研究传声乐咬字的特色，

循循渐进的实现传统声乐和美声的融合，基于中西方传统声

乐唱法和时代背景、语言特色、风格等方面的不同，要使得

两者唱法产生共鸣，必须要对当地的民族唱法进行全方面的

解读，深入了解研究，要使得美声唱法中国化得到很好的发

展，必须要结合实际生活融入民众，将美声唱法技术和传统

声乐表达创新相融合，与实际生活中民众的审美和习惯相结

合，从而真正实现传统声乐美声唱法，民众审美，三者立体

化协调与统一，更好的推动美声唱法中国化的发展。

五、结语

虽然我国的声乐艺术在很早之前就有了，相对于其他

国家来说起步的都更早，但是教学体系没有得到比较好的发

展，最终更落后于西方国家。随着现代声乐教育的迅速发展，

我国的声乐学科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也存在一定的理

论积累，虽然如此，但是目前我国的声乐教育体系依然存在

一些问题，声乐教育机制还没有得到完善，受到传统的教学

模式影响我国的声乐教学模式还比较单一，严重缺乏比较完

整的理论系统，由于教学方法不够先进科学，大多都是借鉴

于西方优秀的作品进行模仿，并未得到较大的创新，导致我

国的音乐艺术和风格特色不够多元化，中国具有博大精深的

文化，要如何更有效的把文化传承下去，使得中国的人文

精神，审美观念与西方的艺术演唱体系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并能够在当代的声乐教育教学中，真正的落实下去，达到较

好的教学效果，这是当代艺术工作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

音乐研究和创作者要在咬字、腔体运用、音域扩展等技巧方

面多下功夫，让美声唱法中国化继承了双方传统文化的前提

下，得到更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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