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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声乐演唱中咬字与吐字的技巧浅谈
李 玲

（郑州西亚斯学院 河南郑州 451199）

【摘 要】 民族声乐是一种新型的民族歌唱艺术，其演唱风格独特，是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融入了戏曲和说唱艺
术，同时又借鉴了西方歌剧理论发展而成的。民族声乐的演唱技巧是以咬字和吐字为主，更加注重科学
性。因为民族声乐的歌唱者们认为只有科学的演唱方式才能够将歌曲情感和意境充分表达。首先，本文
分析了民族声乐演唱中咬字与吐字的必要性；其次，本文探析了民族声乐演唱对咬字与吐字的基本要求；
最后，对民族声乐演唱中咬字与吐字的技巧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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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都有着各自的语言表达习惯和地方特色。同一个

字，不同的地方方言，发音也大不相同。因此，歌词在

表达中要正确的发音，不得有稍微偏差。这既是为地方

文化特色的传承，也是对各具特色的人民生活和信仰的

尊重，从而进一步彰显民族声乐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艺术

创造。

2  咬字与吐字是声乐教学的发展趋势，是学生掌握
声乐的关键

咬字与吐字是声乐教学的发展趋势，是学生掌握声

乐的关键。咬字与吐字应当被引入声乐教学中。一方面，

随着声乐的改革，教师们逐渐意识到咬字在声乐教学中

的作用，越来越关注学生声乐基础的掌握情况以及发声

技巧的熟练程度。另一方面，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容纳

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对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有着极

强包容性。因此，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学习情况，综

合考虑不同学生不同的发音习惯，在声乐教育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重点关

注，纠正学生的咬字发音，从而实现声乐教学的高效性，

提高教学质量。咬字与吐字，是学生掌握声乐的关键。

第一，教师要注意将咬字的重要性贯穿于整个声乐教学

中，以加强学生咬字和发声技巧的练习和巩固，从而帮

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声乐，热爱声乐。第二，在声乐教学

中，咬字的正确性是对学生学习的基本要求。而且，咬

字技能的熟练掌握对学生未来个人事业发展以及实现人

生价值有着必然关系。学生掌握了咬字技能能够在声乐

演出中更好地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

加自信，从容不迫地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第三，由于

老师对学生的不断督促和勉励，学生能够尽快克服困难，

快速掌握咬字技巧。在不断地巩固和学习中，提高对声

乐的学习兴趣和激情，学生能够增强自信和自我认同感，

用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挫折。

3  民族声乐演唱对咬字与吐字的基本要求

民族声乐是以五音、四呼、四声为主要特征，是其

独有的发音规则。在咬字吐词时的方收声和押韵时通过

“十三辙”来实现的。民族声乐行业人才辈出，通过对他

们的采访和深入访谈，了解到这些优秀的演唱者都愿意

歌曲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是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之

一。民族声乐在我国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领域中都占有

一席之地，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展现形式。其将西方美声

唱法元素加入了中国传统的演唱中，独树一帜，形成了

风格鲜明，又兼具民族艺术的新型的民族歌唱艺术。民

族声乐的演唱主要是以语言文字的表达为主，将歌曲的

意境和情感传递给听众。因此，演唱对文字表达的清晰

度和准确度有着很高的要求。

1  民族声乐演唱中咬字与吐字的必要性

1.1 咬字与吐字的清晰准确是声乐演唱者的基本
素养
咬字与吐字的清晰准确是对声乐演唱者的基本要求，

是民族声乐演唱的关键。咬字与吐字的发展历史悠远，

在我国古代的戏曲演唱中，就将“字清”视为演唱者语

言发声的关键。史书中就有明确记载，戏曲的韵律有三

个主要特点，分别是字清、腔纯和板正。其中以字清为

首。由此可见，民族声乐演唱对演唱者的咬字与吐字的

清晰准确性要求极高。如果观众在观看民族声乐演唱时

无法听清表演者的歌词内容，那他们就无法感受到歌词

所表达的情感，这无疑是一场失败的表演，也影响了民

族声乐的群众发展基础。在民族声乐演唱中，咬字与吐

字的清晰准确是对声乐演唱者的基本要求，这不仅要求

演唱者要将歌词内容掌握熟练，还要将歌词清晰准确的

表达给听众。因为清晰的吐字和咬字对演唱者优美的声

音起到更好的辅助作用，能够实现把歌曲的意境和情感

充分地传递给听众，增强艺术表演的完美度。

1.2 咬字与吐字能够提升歌唱技巧，展现歌曲魅力
咬字与吐字能够提升歌唱技巧，展现歌曲魅力，是

将民族声乐演唱完美呈现的重要因素。对于民族声乐来

说，咬字和吐字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方面，

精确的咬字能够准确地表达民族声乐传递的内容，通过

音乐与语言的结合，更容易展现声乐的民族特色和魅力，

弘扬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另一方面，科学的咬字技巧着

重讲究发声位置和发声效果。科学的掌握咬字，能够减

少学习者在学习中的难度以及减伤声带的损伤，对演唱

者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因为戏曲和民歌是民族声乐的主

要构成元素，是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和人文情怀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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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时间和精力用心钻研咬字吐字，勤加练习咬舌技巧。

因此，不难看出，咬字与吐字对民族声乐演唱有着非常

重要的影响。学生在学生民族声乐时，要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做民族声乐文化的继承者和建设者，弘扬我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

3.1 咬字
拼音中声母，在民族声乐理论中被称为“咬字”。在

声乐中，歌词的发音与拼音声母的发音重点以及力度有

所不同，民族声乐的咬字发音更倾向于字的正确性，要

求发声字音准确清晰，声音宏亮有穿透力。在咬字时，

学生的气息要平稳，快速且灵活的找准着力点。同时，

学生要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咬字的力度。民族

声乐的演奏作品是起程转折的，有特定的故事情节以及

表现情感。因此，咬字的力度也要有轻重缓急，呈现抑

扬顿挫的演唱效果。比如，在表达欢快时，咬字节奏变

为轻松，短促。在表达悲伤时，咬字节奏由调整为低沉，

缓慢。民族声乐的咬字发音及发音力度要随着情感的转

变而转变，才能够将好的优秀的民族声乐表演呈现给

观众。

3.2 吐字
汉字的语言是由声母和韵母两部分组成。同样，歌

唱的构成也是如此。只不过在民族声乐中，根据声母和

韵母的正确发音，称为咬字和吐字。一般而言，“吐字”，

与汉字的四音原则类似，构成更加的丰富，在民族声乐

的歌唱中也有抑扬顿挫和起承转合之分。吐字的字音清

晰度以及声音的高低会随着歌曲旋律的改变而改变，从

而达到整个歌曲演唱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一方面，在声

乐教学中，教师应要求学生先深层次理解每个字以及每

个词的意思，然后再引导学生从整体上理解歌词背后所

表达的情感和精神寄托。其意在美化声音，从声音将情

感传递给台下的观众。另一方面，教师应纠正学生吐字

时口腔以及口型的开合程度，调整字音的发音以及音量

高低，同时，锻炼学生气息的平稳性来帮助学生更好的

表演民族声乐演唱。

4  民族声乐演唱中咬字与吐字的技巧

4.1 咬字与吐字要遵循准确、清晰的原则
在民族声乐演唱中，咬字与吐字要遵循准确、清晰

的原则。学生在演唱时要努力做到咬字正确、吐字清晰，

为听众呈现清晰、准确的歌词，使其能够更加清晰的了

解歌唱情节，感受其中的情感表达和精神寄托，从而进

一步的感受民族声乐的独特韵美。常常有人说，从歌唱

者的演唱水平中可以了解他是否是认真对待生活的人。

因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优秀的歌唱者其口角轻

圆，一看就知道台下有刻苦地反复训练发音的吐字和咬

字技巧，侧面反映其能够认真的对待生活。然而，那些

基础比较差的演唱者吐字混乱不清晰，咬字力度过重，

从表现状态就能够知道其并未在台下花费过多的时间和

精力用在训练上，侧面反映了其对工作和生活的敷衍态

度。由此可知，咬字不清和吐字不准是民族声乐表演中

的大忌。只有踏踏实实的勤加练习才能够把吐字和咬字

变得更正确清晰，把歌唱得生动真切。

4.2 科学解决咬字与吐字之间存在的问题
咬字与吐字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两者缺一不可。在民族声乐演唱中，只有处理好咬字与

吐字的关系，形成平衡统一的发展，才能够为观众呈现

更好的表演。以往的演唱场景中经常会出现演唱者处理

不好两者关系的情况，要么吐字不清，要么咬字不准。

例如，有的演唱者咬字清晰，但声音不够宏亮，缺乏穿

透力，导致气息和声音不稳。又有的演唱者声音有感染

力，比较宏亮，但咬字又不清晰，听众无法听清其演唱

的歌词。以上案例都是失败的表演，是不被推崇的，没

有为观众呈现很好的民族声乐演唱效果。因此，当代民

族声乐的咬字与吐字要字字准确，句句清晰，能够灵活

的做到发音的起承转合，实现演唱的抑扬顿挫。在民族

声乐的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咬字，多进行夸张

地练习，避免害羞。其目的是训练学生的咬字达到收放

自如的状态，轻松的调整发音气息，能够顺畅的完成整

个演出。以此来解决和协调吐字与咬字以及声调和韵律

的关系。另外，根据民族声乐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效果，

演唱者要及时有效地调整演唱状态，灵活的应用咬字和

吐字技巧。良好的民族声乐演唱要求吐字与咬字的和谐

统一，利用稳定的气息实现演出的连贯性、科学性和和

谐性，实现民族声乐艺术美感和独特民族魅力。

5  结论

民族声乐作为新型的民族歌唱艺术，在我国传统文

化领域中独树一帜。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代表，逐

渐的进入大众视野，走向国际。民族声乐的演唱技巧是

以咬字和吐字为主，更加注重科学性、清晰性和准确性。

只有科学的演唱方式才能够将歌曲情感和意境充分表达

出来。为了更好地在民族声乐演唱中运用咬字与吐字的

技巧，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遵循准确、清晰的

咬字与吐字原则，处理好咬字与吐字的关系，形成平衡

统一的发展，科学解决咬字与吐字之间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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