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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演唱风格与技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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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古典诗词更是其中最璀璨夺目的名著；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的日益提升，我们对于古典

诗词歌曲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演唱风格与技巧，希望能够为推动古典诗词歌曲的普及和传唱提

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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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典诗词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典诗词传唱的演变

则几乎等同于古典诗词的发展。先秦时期的《诗经》集合了我国当

时各种歌曲汇编而成；唐代是我国诗歌的巅峰时期，涌现出一大批

伟大的诗人，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以诗歌入乐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

到了宋代，词的出现本就是基于固定的曲调而做的唱词；元代的文

人们则是运用了曲牌来创作和演唱。所以说，古典诗词传唱本就是

其基本的功能之一 [1]。只是因为古代缺乏科学的记谱法，再加上社

会变乱频繁，导致曲谱难以有效流传至今。在今天，音乐工作者充

分运用古诗词，结合现代作曲手法，让古典诗词歌曲重新得以传唱，

并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作品。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古典诗

词歌曲演唱风格与技巧，希望能够为推动古典诗词歌曲的普及和传

唱提供一定帮助。

1 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风格 

演唱风格就是演唱者的音质、音色、行腔的特点，以及共鸣、力度、

语言的把握和应用 [2]。针对不同的歌曲，应当有不同的演唱风格要

求。而明确一首歌曲的延长风格，则必须要要首先了解歌曲的思想、

背景以及内容。所以，对于古典诗词歌曲延长来说，必须要对诗词

本身有充分了解，在结合创作技法，才能够表现出其鲜明的风格 [3]。

常见的古典诗词歌曲延长风格，主要有以下四类。

1.1 “中西合璧”类

此类歌曲通常是在我国民族风格的基础上，很好的融合了西方

歌曲技法；从而将诗词中的思想、情感、景色等以旋律表达出来。

代表性作品包括《梅花引》、《满江红》等等。这类作品在演唱过程中，

往往听起来是西洋唱法，但有流露这明显的古香古韵，实现了西洋

唱法中国化。“中西合璧”类古典诗词歌曲，对于外国了解中国文化

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1.2 “古典风格”类

这类作品大多是根据诗词现存的古典乐谱的整理和修订完成的。

可以说，整部作品包括诗词、乐曲，都是古人创作的，所以其演唱

风格有非常浓厚的“古典风味”。代表性作品诸如“阳关三叠”、“凤

求凰”这样的古曲曲目。这类歌曲基本最早都是以古琴伴奏，多以

形成了一字一音的演唱风格；在古琴的音色衬托下，歌者以一种吟

诵的形式来演唱，让人觉得清心、忘我。

1.3 “戏曲风格”类

这类古典诗词歌曲具有其独特的魅力，通过将我国传统五声音

阶与戏曲唱腔结合起来，让歌曲具有非常浓厚的抒情感，同时听众

也能从中听到戏曲独特的韵味。这一类歌曲在我国古典诗词歌曲中

有相当多的数量。比如昆曲唱法的《七律·送瘟神》，京剧唱法的《卜

算子·咏梅》；另外，还有一些以评剧、梆子腔唱腔为主的诗词歌曲

也有较广的流传度。

1.4 “现代风格”类

这类风格的歌曲，是以古诗词作为歌词，在此基础上采用现代

技法予以创作；呈现出的作品无论是从歌词上，还是从风格上，亦

或是体裁上，都有非常显著的创新，彰显出时代气息；这类歌曲在

艺术多元化发展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受制于其风格和演唱

难度等原因，流传度相对较窄。比如，宋祖英演唱的包括《越人歌》、

《钗头凤》等作品。

2 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技巧

在充分掌握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风格的基础上，要向让

演唱更加出色，还必须要有效掌控延长技巧。比如，针对古典风格，

必须要善于运用吟唱形式；中西合璧类歌曲，则要多运用唱法。具

体来说，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技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呼吸与音量的控制

在演唱《西洲曲》这样一首叙事抒情基调的古典诗词歌曲时，

对于呼吸和音量控制就有较高的要求。在唱到“忆梅下西洲，折梅

寄江北”的过程中，因为有六处八分休止符，所以演唱过程中必须

要做到音断气不断，要深呼吸但同时控制音量适中；而在演唱“单

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的过程中，无休止符，所以要以均匀气息

一气呵成，音量稍微加大。在整个演唱过程中，都必须要通过正确

的呼吸，对音量有确切的控制，进而展现出优秀的演唱表现。

2.2 咬字与吐字的运用

古典诗词歌曲演唱过程中，咬字与吐字对于演唱效果有非常显

著的影响。所谓咬字，就是字头的正确与否，所谓吐字，就是字尾

的结束。在演唱之前，必须要对作品反复朗读，注意字头、字尾、

归韵等，然后再将这种感觉融入演唱中。比如在演唱《西江月·夜

行黄沙道中》，第一句“明月别枝惊鹊”，“明”字务必要从“m”逐

渐过渡到韵母“ing”上，然后再开始下一个字的。要注意要气息处

于流动状态，并且将闭口音全部开口演唱，这样才能让听众对内容

有更清晰的理解。

2.3 节奏与速度的把握

节奏与速度对于演唱古典诗词歌曲同样至关重要。比如在《西

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样一首古曲风格的歌曲演唱过程中，就要

巧妙的运用节奏和速度，表现出吟诵特征。这首歌曲节奏较为舒缓，

首句“明月别枝”，对于节奏与速度的要求都相对自由；而从“惊鹊”

两字开始，其速度就逐渐加快，这就能够让阴云、微雨的感觉出来。

而在“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总，则要通过切分、擞音、

顿断等，给人以一种轻巧跌宕的感觉，进而产生暴雨将至的感觉。

由此可见，节奏与速度的把握，对于歌曲内容、情感的传达意义非

常显著。

3 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必须要首先了解歌曲的

思想、背景、内容，从而了解歌曲的演唱风格；然后在结合歌曲确

定歌曲的演唱技巧，尤其要从呼吸与音量的控制、咬字与吐字的运用、

节奏与速度的把握等三个方面做好工作，才能够更好的彰显古典诗

词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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