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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叙事民歌在演唱过程中唱法形式的创新研究 
苏都毕力格   其木格   萨.乌云嘎  

（内蒙古通辽市  028000） 

摘要：科尔沁叙事民歌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其作为科尔沁地区最为重要的音乐表现性质，已经成为了内蒙古东部蒙古族地区
的标志性的文化形态之一。其在内容上是丰富多彩的，且在吸收了其他类型的蒙古族民歌的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独有的一种民歌
类型，在演唱形式和唱法上优美且独特，主要流传在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草原，数量接近一千多首。基于此，本文从科尔沁叙事民
歌在演唱过程中唱法形式的创新研究入手，提出了几点创新的唱法形式，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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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叙事民歌在实际演唱中充满着感性的意识，在传统的唱

法中，情感是支撑其演唱的基础，并在叙事情节中一些戏剧性的变
化也会为感性的意识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针对演唱的形式来讲，
其主要是口传模仿的方法，因此缺少科学且深层次的研究，且有着
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科尔沁叙事民歌的实际演唱过程中，在唱
法形式上利用传统与专业的充分结合、感性意识和理性意识结合的
方式来提升科尔沁叙事民歌，是非常理想的形式。这样的唱法形式，
不仅会提升科尔沁叙事民歌的整体审美观念，也会丰富科尔沁叙事
民歌在演唱形式上的意识，进而拓宽科尔沁叙事民歌在演唱形式上
的局限性。 

一、借鉴民间演唱风格 
针对民间的演唱形式来讲,在科尔沁地区的民歌有两种的形式,

即为叙事形式和抒情形式,随着叙事民歌的不断发展,也应该融入更
多民间在演唱形式和风格上的的特征,进而满足现代人们在审美和
情趣上的需求,从而更加贴近现代人们的生活。而在科尔沁这些叙事
沁族民歌的演唱形式上,是有许多的民歌艺人传唱者在民歌演唱风
格和表现形式上都是非常值得后辈们学习借鉴的。例如生于当年科
尔沁右旗左翼中旗舍伯吐镇生在德兴嘎查的查干巴拉,曾经演唱过
三百余首的科尔沁叙事民歌,并主要以情歌演唱为主,其在演唱的歌
词形式上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利用对于这些歌词灵活且多变的色彩
处理,使得民歌演唱不仅传神又非常传情,为科尔沁民歌的不断发展
应用作出了非常不可接触的巨大贡献。又例如当年生于通辽市科尔
沁左翼中旗的伊丹扎布,在民歌演唱的对白形式上和歌词演唱的衔
接上非常的流畅自然,在不同情感的处理上也非常细腻,对于不同叙
事人物的歌唱演绎生动且逼真。我们在科尔沁叙事民歌的歌曲演唱
过程中,要充分借鉴这些传唱前辈们在民歌演唱中的过程及其中的
一些感性上的意识,从而为我们的民歌演唱作品形式发展带来新的
推动力、表现力、想象力和视觉感染力,并充分接受这些情感上的色
彩对于不同演唱作品在演唱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 

二、结合专业演唱技艺 
科尔沁叙事民歌结合专业性的表演形态,是基于现代化审美的

再创造。专业性的歌唱方法,即美声歌唱法,是有着自己非常完善的
理论体系的,同时也有着科学的实践方式与方法,在歌唱上需要气息
均匀、舒适,在嗓音上需要圆唇且丰满,在技巧上要熟练，在表演方
面灵动而得体,从而获得了一个综合性的完美境地,而在这样的理性
意识的诸多制约下,其在表演的表现形式上也就会显得比较的拘谨。
而科尔沁叙事民歌因为地域语言的特点,在演唱形式上通常会非常
的干脆和利落。 

科尔沁叙事民歌和美声唱法这种专业演唱技艺有机结合的演
唱形式，是有着非常管饭的理论基础的，在科尔沁叙事民歌的短调
民歌中有着许多民族化且特性化的颤音和装饰音，及长调中的“怒
古拉”唱法，这些都是和美声唱法这种专业性的演唱方式有着相同
的特性的，且在科尔沁叙事民歌中音域是非常宽广的、在音程跳跃
上七八度和复音程的大跳在歌曲的演唱上是非常常见的，且也非常
注重气息的稳定和音色上的统一和共鸣上的饱满程度。这些的基本
演唱形式都是有着比较大的共同之处的，正是因为这样，在演唱过
程中，在演唱形式上要将自身的演唱形式和技巧与专业性唱法有机
的结合在一起，并从作品的角度出发，进行切身的体验，并做好总
结和归纳，合理的安排并部署每一个演唱的环节，从实践中达到专
业性的演唱形式和科尔沁叙事民歌的理性和感性有机结合的创新
演唱形式。 

三、探索个性化艺术表现力 
许多传统的现代科尔沁叙事民歌,会容易呈现给人以单调的感

觉,且在传统音乐旋律曲调和民歌旋律伴奏演唱上也很有可能会给

人有重复的感觉,因此,在实际的演唱过程中,在吸收了其它地方民歌
唱法中的一些音乐元素的基础上，可以尝试或者可以重新加入一些
最近现代比较流行的一种新型电声作为背景音乐,也可以尝试可在
传统音乐创作上的技巧上进行尝试可以加入一些新的滑音、调性改
变,并使用填字或者其他方式来弥补传统乐句的方式来表现，打破了
旧民歌那种枯燥无味的乐句格式等。此外,在方民歌的演唱风格和音
乐旋律表现形式上也不能完全地去拘泥于旧有民歌旋律上的框框,
应该更多地深入研究关照当下处于现代社会的中青年人的政治文
化思想审美观和生活文化需求。要积极的尝试利用通俗的方式去演
唱民歌。总之,我们认为唯有在努力创造科尔沁民歌叙事民歌的过程
中勇于开拓创新思维,以能够适应广大各族群众的文化审美生活需
要为创作准则,才能将科尔沁叙事民谣音乐演绎并创造得更为完整
生动。 

四、音乐形式与包装创新 
随着时间的变迁,以及 3D 动画、立体声等音响效果的问世,人类

对视觉和听觉效果的敏感度又提高到了一个高点。科尔沁叙事歌曲
不仅仅要在歌唱技艺上被人民接受和喜欢,还要从音乐的听觉和舞
台所展示出来的视觉上进行极大的改进和提高。科尔沁叙事民歌的
男女艺人在服饰包装上总是千篇一律,形象比较单调。作为舞台艺术,
笔者觉得歌手的服饰也必须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演绎传统的
科尔沁叙事歌曲,也可以参考民族所保留流传至今的传统衣着风格,
而民歌演员的衣着打扮也应该不是只局限于老模式,也可以着现代
服装。在歌曲的传唱上,必须注意到由于方言土话太重,会给歌曲的
普及、宣传和传播带来了困难,由于外地人听不懂,所以在心灵上接
触也非常艰难。民歌的个性在于它地域性太强，局限于在某个地域
可以传唱，民歌的共性在于无地域界限，大家都能够接受，并且很
快流行，在全国甚至国内外传唱。 

结束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今天我们一点一滴的积累，
挖掘、收集好的民间歌谣，沿着再创作的意识走下去。相信不久的
将来，中国民族音乐一定会多姿多彩、繁华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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