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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且还传播

广泛，我国的文化当中有各种各样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

书画、茶道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我国民族的音乐中，民族声乐

就是一种非常传统并且极具艺术价值的艺术形式，对于日益提高

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民族声乐传统的音乐演唱形式也得

到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在民族声乐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当中，

演唱的风格经历了多种变化，从这些变化的风格当中也能够感受

到民族声乐发展的历程。本文将详细的研究并且探讨民族声乐的

发展和演唱风格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

1　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

1.1 中国声乐的发展脉络

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起源于几千年以前，早在秦朝的时候，

我国的民族声乐就已经在发展，在很多古籍当中也有记载。这

些古籍中记载的曲目，为后人声乐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从另一

个方面也能够反映我国古代民族声乐发展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

的规模，并且正在逐渐的完善。近代大量西方音乐形式在中国

的引进使得我国在一定时期内的民族声乐发展情况遭受到了严重

的冲击，为了有效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国内成立了一些民族

音乐研究机构，比如说在上海就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业的学

校，这所学校为我国现代民族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

为未来我国民族声乐的进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可以说这所学校

的成立，带领中国民族声乐走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

立以后，民族声乐获得了更多人们的喜欢，同时也受到大力支持，

在当下也得到了空前的蓬勃发展，民族声乐的演唱技巧变得更加

的娴熟也变得更加的精湛，演唱风格丰富多样，朝着多元化的方

向进步。

1.2 中国声乐发展的艺术性

歌唱可以说是人类情感的最为直接的一种反射和表达，反映

的就是各个不同阶段生活的基本情况，也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

层次，在民族土壤的滋润下，创造出了更多不同类型的表现形式。

中国民族声乐可以被看作是传统的地方民歌、戏曲、曲艺演唱等

基础上所形成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各个不同地区唱法的总结。

同时针对各个不同地区的唱法来说，也是一种有效的创新。在长

期的发展以及实践的过程当中，中国民族声乐以语言语调作为重

要的基础，将科学的发声作为前提和保障，体现了更加鲜明显著

的艺术特色。这是对大众审美需求的一种有效体现和充分的满足，

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艺术情感的合理释放，被广泛接受的程度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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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高的，在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目前我国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了民族声乐方向的教学，国内

各个音乐学院的建立使得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变得更加的丰

富，更加的蓬勃，业余学习者也非常关心声乐教育，给予了密切

的关注。音乐研究人员在这方面也加强了研究分析，目前的民族

声乐教学和管理工作也在日益变得完善。

1.3 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的历史意义

在我国古老和灿烂的文明中，中国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智慧

创造并且发扬了自己民族的声乐，民族声乐演唱艺术体现的也是

浓厚的中国特色；丰富的民间艺术气息。中国的民族声乐产生于

民间，在人民群众的智慧帮助下，走上了新的艺术发展高潮，给

中国民族声乐也带来了更加强大的创造动力。

中国民族声乐以民族语言作为重要的基础，更加强调声乐当

中的韵味以及表演形式，两者是一体的。民族声乐也将情，声，字，

味，表几者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综合的艺术演唱形式。演唱者

在进行表演的时候，不仅仅要掌握更加丰富的民族声乐理论，还

需要对应用到的演唱技巧进行深入的钻研，从而更加深入的理解

歌曲的内涵，了解歌曲想要表达的意境，学习更多优秀演唱家在

音乐方面的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得

到进一步的加强，实现中国民族声乐传承和发展的目标，也只有

这样民族文化才能够被更加完整的诠释，更加充分的发扬。

2　中国民族声乐的传承

2.1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中国民族声乐产生于民间，但是中国民族声乐的风格以及呈

现的韵味，包括声乐的发声，以及呼吸的方式，表演的内在，都

需要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下，才能够真正的呈现出民族声乐所具备

的艺术性，从而更好的进行传承。首先需要对语言精确的掌握以

及运用，掌握民族声乐的标准发音，以及其中涉及到的语言知识

进行认真学习，大量的开展锻炼，纠正演唱者已经形成的一些不

良的语言习惯，了解在不同区域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

将理论知识实践表演两者相互结合，对演唱者的台风和气质进行

一定的提升，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形成更加高质量的表演。对于民

族声乐来说，才能够更好的进行传承。除此以外，对于演唱者来

说，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中国音乐历史的学习，更加深入的钻

研其中的知识文化，秉承中国民族声乐中所需具备的美学理念，

这样才能够为艺术的表现力提供理论基础。

加强基本功训练是每一个演唱者都必须所具备的，通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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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有效训练能够使得这些演唱者的表演更加的娴熟，更加的精

湛。主要是通过声、情、字、表几个不同的要素来表现，从

而真正的展现出一个更加优秀的民乐作品。首先需要正确的应用

呼吸的方式，气息能够使得肌肉得到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锻炼，

做好吸气的标准是整体的自然。在表演者唱高音的时候，气息

下沉做到有支撑，那么唱低音的时候，气息也要做到高位置的

统一，声音要均匀，弱气也要更加稳重，更加融合。因为作

品的风格不同，所以说每个作品所蕴含的感情也是不一样的，

表演者在表演的时候演唱速度也会有所区别和差异，用气的方法

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有柔有刚，有的气要更加厚重，当然有

的气要更加的轻巧。在用气的时候，后腰的肌肉会向下向后，

那么在这个时候用的力气不要太大，气息向外输送的时候也需要

集中在一起，确保声音是轻柔透亮的，接下来利用不同的共鸣

方法也比较关键。因为不同的共鸣可以更加科学的把握音色和音

量，将音色音量控制在恰到好处，也能够更加充分的进行情感

表达共鸣，腔体的运用也更加符合要求，打开喉咙的时候需要

采取抬软腭，下巴要呈现轻松状态使得气息的通道更加的顺畅，

要综合运用头腔共鸣，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字正腔圆。

2.2 深入了解作品内涵

民族声乐艺术作品深刻的展现了当时社会的价值，以及自身

所具备的艺术内涵，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演唱者想要对

作品风格进行把握，那么首先就需要对作品的形成背景以及各方

面因素进行了解，并且非常的熟悉。比如说作者生活的经历以

及这一作品的地域特色等等，当然更加重要的是审美情感的表

达。同时还需演唱者了解作者在作品中运用到的一些表现手法，

这些因素都是需要演唱者反复进行学习和推敲的，只有更加恰当

地对作品的风格进行把握，才能够更加清晰的表达出民族声乐作

品心灵的特征以及显著的时代特点。对于作品来说，这才是更

好的传承，能够真正的让含有中国元素的音乐走向世界。

3　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风格形成

3.1 中国民族声乐演唱中体现出多元素的民族特色

我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个不同地区的民族特色是

非常浓厚的，也正是因为地域文化呈现出来的风俗习惯的差异，

所以的声乐演唱风格发展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明显的展现了更

多其他元素的特征，因此整体来看这是多元化发展的特点。按

照区域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演唱元素进行有效的划分，比如说在东

北地区的演唱风格，大多非常的朴实、醇厚，而在江淮地区的

演唱风格更多的是比较细腻的抒情特点。表现形式也是通过演唱

和曲艺为主，演唱者技巧有一定的特点，一般情况下这都是有

了长期的经验积累而形成的，还有更多老艺人的言传身教。台

下多年的练习是演唱者演唱技巧不断提升的基础，也是演唱者最

为精准的表述，具有深厚的功底来展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才

能够真正的弘扬这些民族声乐，比如说东北的二人转以及南方的

粤剧都是比较显著的案例，在当前仍然受到了社会大众的欢迎。

所谓的民族特点，更多的是指原生态的唱法，依托少数民

族的方言所建立的曲艺唱法和地方的戏曲，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

较紧密的，需要演唱者自身拥有较高的艺术素养。这种演唱风

格也对民族曲艺的演唱进行了新风格的创造，将不同的民族，

声乐，传统唱法结合在了一起。而将民族曲艺和一些西方音乐

的形式有所融合，这也是民族声乐未来的新的发展方向。中国

现代民族声乐演唱的风格被更多的艺术家进行采纳，也被更多的

人民所接受。

3.2 中国民族声乐演唱，与人民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着重的突出了声音，在中国人民长期的

劳动当中，有了自己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有很多曲调都是劳

动人民受到了压迫所反映出来的现状，当然大部分的民族声乐表

达带给人们的感觉都是回味无穷的美好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是人

们非常重视的声乐特性。美好的声音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是他们情

感的真挚表达，民族声乐院校化以来对于传统声乐的优良技巧也

在不断的传承，并且在这一基础之上还在努力的尝试创新，希

望能够将民族声乐的发音能够朝着科学化的方向推动。

3.3 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有浓厚的地方语言特色

中国的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俗以及语言的特色，那么

相应的民族声乐的语言具备的地方特色也是非常明显的。进行声

乐学习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到各个不同民族的语言，在演唱民族声

乐作品的时候，需要针对作品的来源以及地方特色，进行更加充

分的了解。声乐的技巧主要的作用就是表达含义，所以想要唱好

民族声乐，那么必须要掌握多个不同的语言，这样才可以使得声

音和情感的表达，彼此之间相互的呼应。在民族声乐演唱的过程

中，原唱和翻译过来的唱法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彼此之间是有很大

的区别的，词和曲两者完美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加精准的表达

出歌曲的独特风格。不同民族也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地理环境

有区别，那么风土人情也就不同。所以说只有掌握了各个不同民

族语言的特点，才能够真正的把握民族歌曲的思想情感。

结 语 ：

总的来说，中国民族声乐传承中不断的发展，在当前更是

被广泛的发扬，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演唱风格，年轻的民族声乐

演唱者更应该深入的进行学习，展开实践研究，不断的对民族

声乐的演唱风格进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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