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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声乐作品的地域性特色若干思考 
张静如 

（保加利亚索菲亚国立音乐科学院  山西省晋中市  031100） 

摘要：为了呈现更好的声乐作品，彰显不同地域的民间声乐作品特色，本文将根据中国民族民间声乐作品的地域性特色展开思

考，对中华传统民族民间声乐提出地域性发展建议，以期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的蓬勃发展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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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地大物博，地域跨越范围大，且我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

每个民族有各自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

土人情造就了声乐作品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中国民族民间声乐

作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也就产生了风格各异，形态

独特的民族民间声乐作品。 

一、中国民族民间声乐作品地域性特点形成的原因 
（一）地域间不同的文化生活环境 

地域是指一定范围内具有同一性特点或规范划分的地区，针对

于不同地域之间的不同生活文化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族民

间声乐作品的特色。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生活环境，都会之间

影响到地域内的艺术文化基调。以地理环境分析为例，不同的地理

方位以及不同的地貌环境会对民间声乐作品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举例来说，民间歌曲的风格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多平原、

高原等较为空旷的环境。且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在中华民族心

目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的咆哮，险峡急流、怒涛漩涡等，

都直接影响到声乐作品的创作风格。比如说，《黄河大合唱》共有序

曲和 8 个乐章，以黄河为背景，讴歌中华儿女不折不挠，保卫家国

的信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二）民族文化差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且我国的民族之间差异性较为明显。

不同的民族所生活的环境不同，所以产生的文化以及艺术积淀的风

格也有所不同。比如说，蒙古族在声乐作品中多呈现长短调的形式，

以《辽阔的草原》为例，这个声乐作品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

自由，其内容大多是草原上的骏马、牛羊等元素，具有鲜明的游牧

民族特点。再比如说壮族，壮族大多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

这些地方多山地，且地势崎岖。所以，衍生出壮族对唱民歌的文化

传统，也就造成了壮族的声乐作品自然清新、缠绵悱恻、委婉深沉

的山歌特点。再从藏族的民族文化入手进行分析，藏族人民能歌善

舞，在节假日时藏族人民会拉起手、踢起腿，一起边唱边跳。所以，

藏族的声乐作品会具有较为规整的节奏，结构较为 称。情绪热烈，

曲调热情、婉转、流畅。综上所述，不同的民族之间文化以及艺术

表现差异明显，也就造就了中华民族民间声乐作品的地域性特色。 

二、中国民族民间声乐作品地域特点的具体表现 
（一）语言差异 

声乐作品是音乐与语言的结合艺术表现形式，能使声乐作品更

清晰地表达出事物或者情感，也能增强声乐作品与人之间的联系，

增强人们针对声乐作品产生的联想。在中国民族民间声乐作品的传

承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地域的声乐作品中，语言的变现形式大

不相同。有些地域民族的声乐作品，语言使用较少，多一些特殊的

语气助词和拖腔。比如说，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中，“人人那个

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山上哎好风光。”这句词中“那个”、“哎”、

“上”等语气词，都是根据一定的旋律，节奏，以及声乐作品的速

度来进行的夸张表现。同时结合当地的日常语言习惯，可以分辨出

不同地域的声乐作品的不同风格。再从之前提到的蒙古长调进行分

析，其具有声多词少的特点，其中蕴含的语言也具有较强的民族特

色，比如说在前倚音和后倚音中，蒙古长调大多是以蒙语形式表现

的， 具特色的就是蒙古长调的“诺古拉”。 

（二）特色声乐技巧 

在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声乐作品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特殊声

乐技巧，不同的地域、民族的声乐作品所体现出的旋律、调式、节

拍节奏都各不相同。从旋律上进行分析，不同地域民族的旋律演唱

规律均有不同，比如说对称式旋律、说唱旋律等。以说唱旋律《撒

大泼》为例进行分析，这首民歌歌词较为丰富，对白性歌词内容较

多，虽歌词长，但其曲调优美，语言生动，且具有一定的故事性色

彩，旋律就不会过于单调。更具特色的说唱旋律就是《鸳鸯调》，曲

调优美且根据其作品特性来看，其旋律表达具有一定的抒情性。从

调式角度分析，我国的传统民歌采用了宫、商、角、羽、徵的不同

调式，将中国民族民间声乐作品的地域性以及民族性表现得更为突

出。以河南民歌《编花篮》为例进行分析，《编花篮》的调式采用首

尾呼应，偏音中蕴含有中原音乐特点，利用“腔”来强化河南民歌

的特色调式。从节拍节奏角度上进行分析，通常一首民歌段式会使

用一种节拍，比如说，2/4、4/4、3/4 等等。民歌的节拍与其他音乐

作品的节拍不同，某些民歌的节拍的强拍位置不在首拍，而在中拍

或尾拍，这也就造就了民歌在节拍上的风格差异。 

（三）装饰音的使用 

装饰音是民歌表现中 具特色的元素，也是体现民族民间声乐

作品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重要依据。在装饰音的地域表现中，我们主

要根据南北方差异进行分类。南方的民歌作品大多数旋律比较含蓄，

婉转优美，音韵平缓，以细致软语为主要特点。那么根据南方民歌

的音韵特点来看，其声乐作品中使用的装饰音多为倚音。以《茉莉

花》为例进行分析，其中使用倚音为了营造婉转连绵的音乐氛围，

塑造悠长柔和的韵律。并且，在演唱过程中，需要演唱者运用连音，

突出作品的个体情感，以及韵律的线条感。北方的民歌更粗犷豪迈，

大多数北方民歌节奏感较为强烈，在北方民歌的演唱中，很少使用

倚音等婉转的装饰音，而是常使用甩腔进行演唱，大多出现在陕北

民歌中，比如说《兰花花》使用甩腔，在长音后加短音，或者在长

音后加重音，迅速提气，迅速完成真假音转换。这样的声乐作品极

具陕北特色，能够突出表达陕北地区的乐曲特色。 

（四）方言融入 

在中国民族的文化积淀中，有一元素与民歌的地域性特色息息

相关，就是方言。很多地域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方言，而民歌作为

人们日常消遣以及表达情感的载体，经常会使用方言，来增加乐曲

的民族特色。在民歌的创作与演唱过程中，不同方言的声母韵母发

音、声音的转调变形，都会直接影响声乐作品的地域性特点。从声

母韵母的发音角度进行分析，某些地域的方言在声母和韵母的平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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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发音不同，比如说，陕北地区“下”发音为“he”, “山”发音

为“San”，韵母转音表现为“脸”发音为“li”，“白”发音为“bi”。

诸如此类的转音在声乐作品中会表现得十分明显，直接增添了声乐

作品的地域性特色。比如说，《赶牲灵》中，使用了陕北方言的发音，

同时使用了具有方言代表性的叠词，使其地域特色更加深刻。可见

方言的融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歌曲更具韵味，增强民族特色感。 

三、不同地域的民族民间声乐作品的差异表现 
（一）西北地域 

西北地区的声乐作品音乐特色鲜明，主要分布在晋北地区、黄

土高原地区，以及一些高原地带。西北地区的地形较为崎岖，土地

贫瘠，所以在西北地区的民歌主要以山歌形式为主，突出抒发民众

的贫苦和艰辛。从而形成了西北地区民歌高亢、悠长的地域特色。

西北的民歌曲调常常以主音以及上方四度音，下方四度音为骨干，

也叫“双四度音调框架”。比如说，在《脚夫调》中，全曲大多数是

由徽、宫、商三音组成，经过四次构成，形成双四度音调框架。西

北地区的民歌曲调质朴，节奏鲜明，能够表达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

情实感。西北民族乐曲的地域特点是基于西北广阔的土地、淳朴的

民风和自然美感创作而来，是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艺术表现

形式。西北民歌中常常使用方言，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但具有一

种与生俱来的真情实感，这是其他声乐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二）云贵地区 

云贵地区的民间声乐作品具有其鲜明的地域以及民族特性。云

贵地区的声乐作品蕴含悠久的巫、傩音乐文化，与当地的风俗习惯

以及文化内容息息相关。云贵地区独有的风俗衍生而出一整套习俗

演唱内容，使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除了风俗文化衍生出的民间声

乐特色，云贵地区特有的戏曲，也是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特点的

一方面表现。云贵地区的主流戏曲形式为滇戏，受到广西地区，以

及其他南方地区声乐作品的风格影响，造就了云贵地区戏曲风格的

多元化和错综性，在这一乐曲特色的影响下，云贵地区的民间声乐

作品发展更加蓬勃。从贵州花灯的声乐作品为例，其 普遍存在的

调式是四声羽调和四声微调，以角、商、羽为骨干，组成框架，旋

律以级进为主，将四度音调突出表现出来，以增强其地域性和民族

性乐曲特色。 

（三）江南地域 

江南地域在历史上被称为丝竹之地，传承吴歌的传统，乐曲风

格细腻、柔和。江南地区园林景观迷人，风光秀丽，素有“小桥流

水，丝竹贯耳”的美名。江南地区的民间音乐具有典型的南音色彩，

大多数江南小调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窄徵声韵和小声韵，综合级进

为主的旋律，下移的句式结构。江南民歌辞藻华丽细腻，且曲风柔

和，音调婉转，是极具特色的地域性乐曲品类。以江南小调《采茶

舞曲》为例进行分析，其描述的就是江南早春采茶的景象，曲中“溪

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光”描绘出早春江南秀丽的风光，曲

中以越剧音调为基础，结合浙江民间音乐特色，创作出舞曲风格的

声乐作品。 

四、民族民间声乐与现代化声乐的有机结合 
（一）文化元素融合 

随着现代多元文化的发展，乐曲作为文化的主流形式之一，需

要不断地创新与融合。中国民族民间声乐作品作为传统文化的优秀

传承，可以结合现代化乐曲风格进行创新，民族乐曲与流行乐曲的

融合，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从民族特色出发，不

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乐曲风格，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基调也大不相

同。举例来说，萨顶顶的《万物生》这一曲中运用了中国民族传统

乐器的以及佛教咒语的形式进行表演，其中结合了现代的电音以及

具有现代风格的编曲风格，是极具特色的新型民族曲调风格。再比

如说萨顶顶的《天地合》，直接将云南文化融入曲中，作为流行乐的

形式，既有流行音乐曲调，又饱含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传统与现

代文化的融合体现。 

（二）特色曲调融合 

为了利用现代化艺术文化传播民族文化，可以将民族的具有地

域特色的曲调与现代化曲风进行融合。特色曲调可以打破千篇一律

的流行乐风格，作为乐曲的亮点，为流行乐曲打开新的市场，同时

也在这个过程中传承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比如说，蒙古民乐中有

一种特殊的演唱方式叫呼麦，是一种民族特有的唱腔。其利用口腔

共鸣，强化泛音，具有透亮的金属质感，很适合与流行摇滚乐进行

结合。举例来说，我国有一支乐队叫游牧者乐队，是一只典型的基

于蒙古族传统乐器和唱腔的民谣摇滚乐队，他们将“呼麦”这种特

殊唱法融入到流行乐中，使乐曲表现出自由宽广的意境与态度。在

现代化乐曲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民族乐曲的融合开始发展起来，

传统民族乐曲与流行乐曲之间的共通点越来越多，融合也越来越融

洽。在未来对发展中也可以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化艺术

的创新与发展。 

（三）言语融合 

言语是中华民族民间声乐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项表现形式，在

现代化的乐曲形式中， 常见的就是将民歌中的言语节选带入现代

化乐曲创作中去。从言语角度融合现代化乐曲创作的形式有很多种，

比如说，传统民歌的词进行流行创作改编，或者在现代化流行乐中

使用方言进行演唱，使流行乐表现出极具特色的地域风格。总之，

在言语的融合中，一定要做到运用自如，如此才能更加突出乐曲的

地域特色。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民间声乐作品的地域性特色主要是因为地

域间的生活文化差异以及民族文化差异导致的。民族民间声乐作品

的地域差异丰富了我国的艺术文化作品风格，是推进我国艺术文化

实现“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中，

传统的民族艺术表现形式开始走向衰落，为了促进民族艺术文化的

传承，推进现代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需要加大力度融合民族的、

地域的传统艺术表达形式，推进艺术创新发展，从而源源不断地为

社会提供新颖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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