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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戏曲是中国的国粹，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于民间，
而民族声乐也起源于民间，节选歌剧的片段，所以从根源上追溯，
可谓是同根同源，所以，二者相互借鉴，相互融合，能够达到
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在演唱民族歌曲时，运用传统戏曲声腔
唱法能够使得歌曲更具艺术魅力。

1、中国戏曲的起源和艺术特征

戏曲也就是把故事融进歌舞里，通过戏剧形态表现出来。
而戏曲最初是以宗教仪式和歌舞的形式展现出来。最早的文字
记载中写道“老舞”起源于殷商时期，是当时的人一种宗教仪
式活动，而屈原的《九歌》中，就带有浓重的宗教气息，《九歌·东
皇太一》、《九歌·云中君》、《九歌·湘夫人》、《九歌·大司命》、《九
歌·少司命》、《九歌·东君》、《九歌·河伯》等都是以神为主
的祭祀歌舞时所唱的，是楚国民间祭歌。从这些歌词里面可以
看到当时已经在歌舞中融进了许多故事情节，当时的礼乐包括
有钟、鼓、琴、瑟，可见当时已经有了基本的审美意识，也孕
育了后来的喜剧。在新石器时代陶盆舞蹈纹中，我们也可以看
到图案中有五个人手拉手在舞蹈，同时也证明了早在中国古代
就已经把歌、舞、诗三者相融合的情况。

在盛世大唐，歌舞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融合了西域舞
蹈和中原舞蹈，其中能够代表唐代歌舞巅峰的《霓裳羽衣舞》
已经失传，但是流传最广的《踏摇娘》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歌舞，
或许当时的他们也不知道，这就是戏曲最初的雏形 [1]。

 

中国传统戏曲最初是起源于民间故事，融合了舞蹈和杂技，
通过唱、打、念和做将戏曲中的故事传达出来，为的是增加戏
曲的感染力。可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戏曲是最能反
映了人们的生活的表达形式，通过模仿和提炼，融合了武术表
演动作和走步，将角色的形象鲜活地表现出来，形成一个完整
的艺术表演。

2、中国传统戏曲与民族声乐的相关性

2.1 民族声乐的创作源于中国传统戏曲声腔
中国传统戏曲中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地理、历史和宗教

信仰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参考依据，民族声乐从中国传统戏曲中
将这些优势完美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优秀的艺术表现形式。首先，
民族声乐能够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汲取灵感，以戏曲的文化背景
为创作源泉，不断丰富民族声乐的内涵。其次，民族声乐要从
中国传统戏曲中反复体会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通过娴熟的歌
唱技巧将戏曲中的曲调旋律表现出来，使观众能够仿若身临其境，
体会故事主人公的命运和情感。
2.2 民族声乐的唱法融合中国传统戏曲声腔
经历时代的变迁，民族声乐和中国传统戏曲的唱法相互融合，

又相互促进。在表现中国传统戏曲时，需要借鉴民族声乐的时
代背景，这样才能更好地体会戏曲中所表现的朝代因素；其次，
在声乐练习中，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戏曲的歌唱优势，做到字正
腔圆，需要不断的练习，才能达到气息平稳有力，这对演唱者
有着更高的要求。总而言之，根据中国传统戏曲的唱法能够提
升民族声乐的基本功，而从民族声乐中，又能够提取时代背景，
更好地表现中国传统戏曲。
2.3 民族声乐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戏曲同根同源
中国传统戏曲的声腔有着较强的舞台张力，能够缩放自如，

更有一种穿透灵魂的魅力所在，所以在民族声乐演唱中，可以
运用中国传统戏曲声腔唱法的优点，给观众体会更具备吸引力
的民族声乐。在民族声乐的练习当中，可以充分结合中国传统
戏曲中的风格，创造出更具有文化内涵的声乐作品，在表演时，
融合戏曲的艺术特征，对声乐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将民族声乐
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给予观众一场视听盛宴 [2]。

3、传统戏曲声腔在民族声乐中的具体应用

3.1“字正腔圆”
在中国传统戏曲声腔中，需要讲究“字正腔圆”，其中“字正”

也就是在发音时必须咬字清晰，不能混淆不清。在字句连接中
的旋律要做到圆润流畅，情感饱满。字与字、句与句之间就像
珠玉串起来一样。在中国戏曲的声腔当中，一个字的字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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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石器时代陶盆舞蹈纹

图 2 踏摇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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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以及收尾通常是占了好几个节拍的，所以在演唱时，应该充
分表达每个部分的情感，通过戏曲声腔唱法将字头、字腹以及
收尾的情感充分表达，同样，在民族声乐中，也需要借鉴戏曲
唱腔的特点，将一个字的发音和情感通过唱腔表达出来 [3]。这
也是声乐教学中常常说起的：“咬准字头，唱圆字腹，字尾归
韵。”例如在《渔光曲》当中的一句“云儿飘在海空中”，“海”
字必须要发音正确，它是以“ai”结尾，要将字唱出来，不能
念成“an”，不然就成了“云儿飘在寒空中”，字词的意思变了，
那么整个基调也就变了。所以表演者在演唱时必须归好韵。要
对字句之间的旋律进行巧妙的处理，要保证情绪饱满，圆润流
畅，例如在《我爱你中国》当中第一句“百灵鸟从蓝天飞过”，
前三个字就占了大部分节拍，“灵”的尾音需要有颤音的处理，
这时候就需要吐字清晰，对于旋律的处理要做到浑圆饱满。在
《我爱你中国》这一首歌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原唱叶佩英的
气息沉于丹田，嘴唇张弛有度，憋足了气，在发声时才将字吐
出来，这样才能保证吐字清晰，有余力对字句之间的旋律进行
处理。同样的还有《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取自《刘胡兰》歌剧，
这首歌词的旋律较为平淡，但是在“来”字上进行了颤音处理，
这样歌曲就会更有味道，也会更有民族韵律，同时能够表现刘
胡兰想要表达的红军精神，哪怕敌人将绳索刀斧放在面前，也
很难撼动她的爱国之心。
3.2 气息运用
在声乐练习中，常常用到的呼吸方式就是胸腹式联合呼吸法，

这种方法的训练方式可以简单地归纳为闻花式和喘气式，通过
不断地练习，以达到能够灵活运用气息的效果。这种呼吸方式
在目前的声乐界也得到认可的，它除了在强调传统戏曲的腹部
式呼吸法外，还强调用胸腔和横膈膜以及腹肌进行搭配，达到
美声唱法和戏曲声腔的融合，这样的呼吸方式能够使胸腔充分
打开，贮存更多的空气，歌唱家在不断地练习中能够做到灵活
地控制气息，减少对声带的损伤。这种方式能够方便控制喉头
的稳定，使得气息更加平缓、均匀，减少由于因为胸部紧张而
造成的气息不稳，而出现的高音唱不上去，低音发不出声音的
情况，这种方式扩大了演唱者的音域范围，使得声音更有表现
力和情感共鸣。例如在《南泥湾》中，歌曲表达了在可以听到
郭兰英老师没有换气的声音，歌词之间联系十分紧密，使得韵
律连贯，情感饱满。再例如《断桥遗梦》中，王庆爽老师在唱
“桥断水不断，水断缘不断，缘断情不断，情断梦不断……”
这样的平叙时，节奏越来越快，仿佛要捉住那一丝不断的思绪，
通过对气息的掌控，维持到一个“音断气连，气断意连”的状态，
使得歌曲更富有故事性，将歌曲所蕴含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
3.3 情感抒发
演唱艺术包含了“歌唱”和“表演”，二者可谓是缺一不可，

少了歌唱的表演，仿若是扮演哑剧，没有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
而少了表演的歌唱，仿若失去了灵魂，没有做到情感共鸣。在

民族歌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传统戏曲的影子，可以说
民族声乐就是从中国传统戏曲中提取而来，所以在表演民族声
乐时需要借鉴戏曲的表演方式，许多歌曲的表现有了扎实的基
本功，凭借高超的演唱技巧还是远远不够的，必要时候应该加
入一些形体动作，而不是像一个木桩子一样站在舞台上，尤其
是许多的民族声乐是从民族歌剧中提取出来的选段，歌剧就是
通过歌唱和表演将故事展现出来，所以在演唱民族声乐时，除
了要考虑怎样将声音处理到位，还要考虑怎样的表演才能更加
生动，使得观众能够融进歌曲的情境当中 [4]。

优秀的民族歌唱家都是从戏曲中汲取了充实的养分，从而
提高自己的艺术境界，例如民族声乐教育家郭兰英老师，同时
她也是晋剧表演艺术家，从小她就有戏曲表演的基础，在歌剧
《白毛女》中扮演的喜儿更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她在许
多民族歌曲中都运用了学习戏曲时的技巧，她所演唱的《人说
山西好风光》、《南泥湾》、《我的祖国》等优秀的歌曲可以
说是自成一派，著名词作家乔羽曾这样评价她：“在中国歌坛上，
郭兰英代表着民族声乐的最高成就。”
3.4 风格韵味
戏曲是中国国粹之一，戏曲唱腔曲调婉转，情感特征鲜明，

但是戏曲也分有很多种类，京剧、黄梅戏、川剧、秦腔等等，
同一句词曲，但是经过不同的声腔唱法，都能唱出不同的韵味，
根据地域的不同，风格也不同，例如京剧的“皮黄”，具有气
势雄浑的风格；昆曲具有清丽婉转、情感细腻，就像江南女子
一样柔婉；秦腔的高昂激越，声音嘶吼，更加的粗犷质朴……
每一种戏曲唱腔都表现了地方特色，而民族音乐起源于民间，
二者可谓是同根同源，相互借鉴，也可达到相互促进的效果。
例如：宋祖英在《木兰从军》演唱中，首句“唧唧复唧唧”，

为了体现出木兰身为女儿温婉的形象，前半段的声音是轻软的
咬字，歌曲节奏悠扬缓慢，到中间的部分，为了刻画木兰行军
打仗的场面，音乐更加急促，吐字铿锵有力，体现木兰英勇的“男
儿”形象，在后半段，木兰换回女儿装之后，声音又变得婉转平稳，
但是相较于开头，更多了一份沉稳，在收尾时“千秋赞歌唱英雄，
木兰从军美名扬”，要咬字清晰，要将美名扬的扬拉长，但是
收尾的时候要迅速，不拖沓。为此展现出歌曲的韵味。

4、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歌曲和戏曲都是源于中国民间，其表现手
法十分复杂，所以在演唱时需要相互借鉴，利用中国传统戏曲
中的优势，练习民族歌曲的演唱方法，戏曲声腔中，强调字正腔圆、
气息运用、情感抒发以及风格韵味，在进行民族声乐的歌唱中，
应该结合戏曲的演唱方式，才能更好地将民族歌曲中的风格特
点和情感表达完美地呈现出来，为观众带来一场听觉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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