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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声乐中咬字与吐字对情感表达的意义与启示 
王小雷 

（西安思源学院  710038） 

摘要：民族声乐在我国艺术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民族声乐作品和其他相关作品之间具有较大差别，呈现出较强的民族特性。

因此，民族声乐在演唱表达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而咬字、吐字是当前民族声乐作品表达的 基础形式，但是在咬字和吐字方

面存在一定问题，对整个民族声乐作品的节奏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对情感表达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阐述咬字与吐字的原

则，及其在民族声乐中情感表达的作用和原则，并提出咬字与吐字对民族声乐情感表达的具体措施，旨在提高民族声乐演唱表达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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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声乐具有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底蕴，有效融合民族语言和曲

调，属于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演唱过程中能够更好表达思

想情感，对民族音乐发展和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族声乐演唱表达过程中存在语言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咬字与吐字

不清晰，对 终的演唱和情感表达效果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民族

声乐表达过程中要更多注重咬字与吐字的研究，更好表达出民族声

乐的情感。 

1 民族声乐中咬字与吐字对情感表达的作用 
1.1 把握情感和节奏 

民族声乐作品演唱表达的过程中以文字为主要载体，咬字与吐

字是整个民族声乐作品演唱和表达的基础。我国民族发展过程中具

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歌唱是自古以来的主要形式，随着

历史的发展民族声乐不断进步和创新，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促

进民族声乐中蕴含丰富的人文情怀、风俗习惯和文化精髓。目前民

族声乐主要融合了戏曲、说唱和民族唱法，具有丰富多样的演唱形

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演唱表达的难度，尤其是咬字吐字更加困难[1]。

因此，民族声乐演唱过程中需要保证咬字吐字的准确性和清晰度，

才能更加完美地展现民族声乐作品的魅力，更好把握民族声乐作品

情感和节奏。 

1.2 精准诠释情感 

民族声乐演唱表达过程中清晰、连贯的咬字吐字是 为基础的

要求，更好诠释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民族声乐作品演唱时，

要保持清晰精准地咬字吐字，更加精准地诠释作品情感，把握作品

节奏，强化作品的艺术魅力。 

1.3 增强表演的影响力 

结合目前民族声乐作品和戏曲演唱的基本技巧进行分析，咬字

与吐字是 基本的环节，是演唱者基本功的主要部分，表演者要正

确衡量词和旋律的节奏，保持整个民族声乐作品在表演过程中能够

连贯、有趣，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对演唱者的基本功底是一种较大

考验，同时对表演者针对整体舞台掌控能力、民族声乐作品表现能

力和情感表达能力的较大挑战。演唱者在基本功上加大练习力度，

熟练掌握咬字吐字，提高情感表达效果，才能有效增强表演的影响

力，有效传承民族声乐作品音乐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 

1.4 辅助作用 

民族声乐作品表演过程中需要借助针对性的技巧有效强化情

感，更加充分的展现出民族声乐作品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有效

提高民族声乐表演和作品的价值。咬字与吐字是民族声乐表演的主

要环节，是提供情感辅助的基础方式。正确的咬字与吐字主要在于

能够清楚的进行演唱和念白，同时经过字词的旋律、节奏把控整个

民族声乐作品，应用旋律吸引更多观众聆听音乐，借助清晰的字词

演唱向观众描绘和作品相符合的情境，具有良好的情感升华作用。 

2 民族声乐中咬字与吐字的原则 
2.1 清晰准确 

字清意达是整个民族声乐作品演唱的基本要求。音乐属于一种

具备时间性特点的听觉艺术，声乐艺术是其中的关键部分，要求演

唱的过程中，精准地听清演唱者的每个字词，了解字词的意思，进

而要求民族声乐演唱过程中保证字词的高度准确和清晰。优秀的演

唱者在民族声乐作品表演过程中必须做到发声正确、咬字良好。我

国传统声乐艺术中更多注重咬字与吐字是否清晰正确，认为咬字与

吐字是民族声乐艺术领域形成美学品格的一个基本层次[2]。我国较多

古代文献中针对咬字与吐字具有相应的论述，如明代《曲律》中具

有曲有三绝，字清、腔纯、板正分别是一绝、二绝和三绝，字清是

三绝之首的论述，明显表现出古人对咬字与吐字清晰准确度的高度

重视。民族声乐中要求演唱者具有清晰的口齿、动人的声韵，更加

表明了演唱过程中咬字吐字清晰准确的必要性。 

2.2 民族性 

不同民族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声乐艺术，同时不断探寻演唱语

言和发声、音乐三者的有效融合途径，形成属于各自民族的声乐艺

术特点。我国民族声乐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民族的独特生活习惯、

审美情趣等多个方面具有较大关系。我国民族声乐咬字与吐字的特

点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展现出来。其一，民族声乐作品演唱过程

中发声主要包含字头、字腹和字尾三个过程，应用的技巧主要是咬

字、吐字、归韵收音。其二，咬字和图纸的处理方法存在一定差异

性，在演唱过程中经过字音博鳌大展现出不同形态，体现出独特的

民族韵味。 

民族声乐在特殊的咬字与吐字理论的影响下，不断形成一种特

殊的表现手法。演唱者的技巧主要借助咬字与吐字表现出来，如字

正腔圆，充分凸显出演唱过程中语言清晰的重要作用。我国民族声

乐延长用字正腔圆、以字行腔当作歌唱艺术美学品格新城的审美追

求。所以，民族声乐 注重的是字正腔圆，保证每个字词都能清晰、

准确、圆润，真正知道以字带声、以字传情。咬字吐字是形成民族

声乐艺术风格的关键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孕育了民族声乐

的演唱方式，为民族声乐在世界艺术宝库中增加艺术魅力。 

2.3 连贯性 

民族声乐演唱过程中，咬字与吐字连贯性十分重要，保证咬字

吐字连贯，促进整个旋律和歌词连接更加协调，同时咬字和吐字时，

演唱者要遵守连贯性原则，获得更好的情感表达效果。另外，演唱

者在该基础上需要针对咬字吐字进行圆润化处理，保持咬字和吐字

之间的过渡，实现更加自然和协调的效果，附有相应的规律性，促

进更多观众感受到民族声乐的魅力。根据民族声乐行业发展现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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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较多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没有正确理解咬字吐字，仅仅

单纯认为要准确和清晰发声，忽略了其连贯性，同时过度关注清晰，

容易造成 终长处的内容更加混乱无序，对民族声乐作品 终情感

表达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2.4 共鸣性 

民族声乐演唱过程中需要演唱者咬字吐字时遵守共鸣性原则，

提高整个民族声乐作品情感表达效果，获得理想的演唱质量[3]。因此，

咬字与吐字过程中，演唱者要更多关注该要点，促进整个民族声乐

作品表现的更加优美和连贯。民族声乐表达过程中更多注重咬字吐

字、发声位置，不同发声位置展现出的表达效果存在一定差异性。

因此，演唱者要合理调整唇舌之间的位置关系，确保咬字吐字清晰、

正确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婉转，引发情感共鸣，提高整个作品情感

表达效果。 

3 民族声乐中如何咬字吐字表达情感 
3.1 结合作品风格定位 

声乐作品演唱过程中咬字与吐字要结合作品风格定位进行合理

调整、转换，不能保持一成不变，避免演唱形式单一化，更多关注

乐感和语气的前提下，结合作品歌词的描写方式、通过不同作品的

艺术风格、情绪练习咬字吐字，进而不断形成了多样化的技巧体系。

同时，大部分民族声乐中存在情感激进的唱腔形式，在实际表演过

程中存在较多变化，所以吐字归韵十分重要，要准确定位情感的爆

发点，采用外露式情感宣泄，强化作品中人物，并且在吐字过程中，

加重吐字节奏。民族声乐的韵律处理相对较简单，能够合理控制音

长，同时普遍以轻快的节奏为主。例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该首

现代歌曲在演唱中，为了烘托积极乐观的情感，具有较多激扬跳跃

式的咬字方式，字和字之间采用短暂的孔隙有效增强跳脱的节奏，

并且要增强连贯性，避免字词之间具有断层[4]。该种具有较强弹性的

吐字方式，能够有效活跃整体演奏气氛，具有较强的节奏感，充分

表达出活泼欢快的情感。 

根据不同民族声乐作品的风格定位有效控制咬字吐字，是一项

十分细腻的任务，对演唱者的情感理解和技巧掌握具有较大挑战，

需要演唱者具有较强的音乐素养和综合能力。演唱者要不断积累经

验，增强民族声乐演唱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真正通过咬字吐字表达

情感，辅助民族声乐作品价值的展现和提升，有效提高咬字吐字的

科学有效性。 

3.2 结合歌词语言 

我国民族声乐包含民歌、曲艺和戏曲等多种内容，主要以当地

方言为基础发展形成的艺术形式，充分凸显出当地语言的特点，具

有属于当地特征的音乐风格。但是，较多演唱者应用美声唱法，在

演唱中重声不重字，唱出的字词普遍混乱不清，难以体现出本土语

言风韵。因此，演唱者要结合民族声乐作品的歌词语言特征，合理

选择相适应的咬字吐字方法，促进歌曲语义清楚[5]。另外，民族声乐

演唱过程中，借助声调的夸张处理体现语言特点，如陕北民歌中甩

腔，是十分符合当地语调上扬的特点，结合歌词语言做到字清、字

准，充分展现出语言的个性特点，针对歌词的演唱，促进观众对词

句具有更加明确的概念，具有仿佛身临其境的体会，唤起观众对歌

词语言的共鸣。当演唱者在实际表演过程中咬字十分清晰，但是未

充分凸显出歌词语言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歌曲的表现力和感

染力，丧失歌曲的韵味，同时不利于更好的表达情感。 

3.3 结合语气 

民族声乐演唱者掌握基础的语言声韵和音调节奏，需要合理咬

字吐字，调整腔调转换不同的语气，引起观众听觉上的共鸣。同时，

演唱者在咬字吐字时，要更加清晰地结合字词含义和情感变化状况，

适当转换语气，根据观众的心理变化、情感波动进行相应的夸大和

调整，配合相应行动和表情，以语气和韵律的加持，促进观众进入

状态，升华情感。语气是人和人交谈的基础情感确认方式，观众通

过语气的判断，确定所处环境和目的，将该种人性化的体验转移到

声乐作品演唱中，要求演唱者合理控制语气，为听众带来不同的欣

赏体验，有效突出民族声乐作品自身要表达的情感，增强表演的感

染力。咬字吐字的情感表现技巧需要利用语气实现，不同语调下咬

字吐字方式具有相应的差异化，演唱者要根据大部分音乐作品进行

针对性研究，创建在特定语气结构下，分析吐字咬字方式，强化语

气，提高民族声乐作品的表现力。 

3.4 结合旋律 

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表达的一种体验形式，主要以自身需求

为基础。因此，民族声乐作品演唱过程中更好地表达情感，需要更

多关注作品情感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在实际演唱过程中以情感为主

要载体，贯穿到整个演唱过程，更加充分的表达出民族声乐作品的

情感。民族声乐审美标准引用声情并茂进行概括，其中声属于基础，

情是主要核心，将两者进行有效结合，才能展现出民族声乐作品的

艺术魅力。而咬字与吐字受到声母的决定，主要包含唇、舌、齿、

牙、喉五音，吐字主要通过开、齐、撮、合有效吐出韵母[6]。民族声

乐作品演唱中，通常会形成韵母的部分，在韵母的基础上发出声母

部分。首先发出韵母部分，之后发出声母部分，声音始终以韵母为

主，该种方式能够促进歌词具有相应的旋律，不是为人们带来单字

的感受，在较多民族声乐情感表达中应用该种方式处理，形成整体

的演唱状态，更好地表达情感。 

3.5 结合衬词语调 

民族声乐演唱中对衬词的应用频率相对较高，即使衬词未有实

际含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增强民族声乐的层次感，体现

出民族声乐的独特特点，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听众的聆听感受，实现

良好的情感表达效果，有效升华情感和主题。例如《谁不说俺家乡

好》中运用较多小三度装饰，更好体现出歌曲的乡土风味，在演唱

过程中在咬字吐字中注意衬词、语调的变化。结合汉字结构进行分

析，包含 4 个不同声调，每个声调的调值不同，不同组合展现出的

旋律具有一定差异性。民族声乐受到当地语言习惯较大影响，在语

调表达中进行相应的处理，更好体现出民族声乐的韵律、和谐美。 

结束语： 
民族声乐演唱过程中咬字与吐字是十分重要的表现形式，对整

个民族声乐作品的演唱效果、情感表达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演

唱者要遵守民族声乐咬字与吐字原则，在演唱过程中结合作品风格

定位、歌词语言、语气、旋律和衬词语调，充分发挥咬字吐字的重

要作用，提高民族声乐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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