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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对高师民族声乐教学的启示

【摘     要】

【关键词】

侗族，被誉为“音乐的民族”。侗族大歌，流行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的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等侗族聚居区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传统音乐，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艺术，也是侗族文化的精髓。本文通过

对侗族大歌的发声方法的探析，结合高师民族声乐课堂教学的实践，以寻求高师民族声乐教学的创新发展，使之更具有特色性

并更符合民族声乐审美原则。

侗族大歌；传统音乐；高师；民族声乐教学

侗族大歌历史久远。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宋代，已经发展到
比较成熟的阶段；至明代，已在侗族部分地区盛行。侗族大歌的发
展与其鼓楼的居住形式、好客的风俗习惯以及侗族语言有着分不开
的联系。上个世纪 50 年代，侗族大歌被中国著名音乐家郑律成偶
然发现。1986 年，贵州省黔东南侗族大歌合唱团惊艳亮相“巴黎
金秋艺术节”，引起法国乃至欧洲艺术节的轰动。音乐界惊叹这是
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从此扭转了国际上关于中国没有复调音
乐的说法。

 一、关于侗族大歌

侗族大歌，流行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的黎平县、从江县、榕江
县等侗族聚居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传统音乐，是
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艺术。侗族大
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艺术形式，还是人文精神传承载体，体现了侗族
的特色文化；其分布在整个侗族南部方言区，代表作有《松鼠歌》、

《大山真美好》、《蝉之歌》等。在侗语中，大歌就是“嘎老”——
其中“嘎”为歌之意，“老”则说明大歌古老宏大。侗乡则有“民
歌之乡”雅称，芦笙曲、哆耶、琵琶歌等民间音乐广为流传，为侗
族大歌发展提供有力条件。

侗族大歌内容主要描写友谊、爱情、劳动、自然，诠释人与人
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歌曲内容受侗族地区淳朴民风影响。大歌
结构由角（句）、僧（段）、枚（首）、果（组）等部分构成，根
据演唱场合做出调整。除日常训练外，侗族大歌在集体交往、重大
节日、接待远客时会唱响，成为侗寨标志性节目之一。低声部是大
歌主旋律，高声部属于派生部分且由 1—3 个歌手在固有低声部演
唱旋律基础上进行即兴变唱，高声部亦可作为主旋律，与持续漫长
的低声部形成鲜明及具有差异性的旋律线。大歌曲调优美、讲究押
韵，歌词为即兴创作，但意蕴深刻。

侗族大歌按其风格、旋律、内容与演唱方式可分为四类。第一，
嘎所。声音优美且旋律跌宕；第二，嘎嘛。歌曲内容以爱情为主，
具有感染力强、柔媚、舒缓特点；第三，嘎想。旋律起伏较小，歌
词内容富有深意；第四，嘎吉。旋律低沉忧伤且舒缓。 

二、侗族大歌的发声方法

1. 语言的特点
分布于贵州、广西、湖南这三省的侗族语言均为汉藏语系壮侗

语族侗水语支，南侗方言是侗族大歌主要用语。在侗语中，“歌唱”
为“多嘎”，即类似“吟诵”、“念读”形式的音乐行为。歌曲内

容反映当地习俗、民风、生活常态与思想情感，咬字发音混合地区
方言及本民族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方言特点。侗族大歌歌词口语
较多，使大歌更加淳朴自然，具有较强的高度概括性；演唱过程故
事铺陈，真情流露而并不炫技。

由于以前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生活习
俗、社交礼仪等都是靠着优美的歌声代代相传，“汉人有字传书本，
侗族无字传歌声；祖辈传唱到父辈，父辈传唱到儿孙”是侗族生活
的真实写照，即“以歌代字”。1958 年 8 月，在贵阳召开的“侗
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确定了侗话标准音点，设计一套
侗文草案，用 32 个声母、64 个韵母和 9 声音调符号拼写侗语，成
为“世界上声调最多、调型最丰富复杂、声调发展得最快的语言。”
（著名语言学家石林 语）

2. 呼吸的运用
民族声乐的呼吸方法是以“吟”的呼吸为基础演变而来，此行

腔方式使得声音圆润，行腔流畅，该特点与侗族大歌一致 [7]。唐
末段安节 《乐府杂录 • 歌》：“善歌者必先调其气……”侗族大
歌也不例外 , 对气息的运用有着严格的要求。笔者曾利用暑期，经
过两度采风发现，很多侗族歌手均采用胸腹式呼吸，以腹式呼吸为主，
胸部呼吸为辅。在笔者看来，侗族大歌的呼吸方法更贴近自然状态，
即原生态的方式。

此外，侗族大歌在演唱时集体换气上也有一定的要求。侗族大
歌独高众低，为多声部演唱艺术形式，在分声部分与齐唱部分换气
要求存在区别，其中齐唱要“同弯索”，为演唱者同时换气。以《大
山真美好》中的片段为例（见图一），低声部在 5 拍连续低音后的
第 2 拍休止换气，高声部（领唱）在第 2 小节处的“呃”字上换气，
而后演唱第 3 小节，合唱时再抢吸一口气。“同弯索”与“别弯索”
概念相对，后者为分开换气之意，可分为循环呼吸、链式呼吸两类 [2]。

谱例 1-1
 

3. 共鸣的运用
歌唱的共鸣对吐字与发声技术都有着较大影响。自然优美的侗

寨风光、淳朴善良的品德、纯净的人文氛围，构成了一幅幅独特的
侗家山水画，促成了侗族大歌歌唱共鸣技术的独特风格 [7] [8]。侗族
大歌虽讲究口腔共鸣，但鼻腔共鸣则是演绎的一个亮点，也是学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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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点，更是唱好侗族大歌的关键所在。正确运用鼻腔共鸣使得声
音音色具有明亮、集中、圆润的音色效果，但却并非是练出来的，
而是在反复揣摩及合唱中自然所得结果，演唱中以真声为主 [3]。

4. 舌尖颤音的运用
舌尖颤音是侗族大歌的一种特殊的演唱技巧，特别是在模拟大

自然音响的歌曲中使用最多。例如女声大歌《蝉之歌》就是运用舌
尖颤音的典型作品。通过领唱者运用舌尖颤音模仿“愣愣愣愣哩”
大自然中蝉的鸣叫声，营造出此起彼伏的声响效果，使听者犹如置
身于美妙的大自然中 [7] [8]。

三、侗族大歌对高师民族声乐教学的借鉴与影响

1. 以教学原则为基础，借鉴侗族大歌并积极体现在教学中
2017 年 8 月 8 日 -12 日，笔者有幸在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侗族大歌的重要流传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凯
里市，现场观摩 2017 中国（黔东南）国际民歌合唱节暨国际合唱
联盟“世界声音对话”，聆听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和历
史悠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飞歌，真切感受到作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侗族大歌和苗族飞歌与世界声音的对话。特别是开幕
式上，侗族大歌《多嘎多耶》被现场千名观众与海内外歌唱家的同
声演绎，让人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侗族大歌是民族文化瑰宝，亦是人类音乐历史上的宝贵财富，
为此，高师民族声乐教学需加大教学借鉴力度，才能体现侗族大歌
对声乐教学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一，守正创新。高师在声乐教学中
需保留侗族大歌的原汁原味，从起源、合唱形式、内容特点、主要
分类、文化生态、价值传承等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并引入教育内容，
使学生能看清侗族大歌原貌；除此之外，教师需根据要求将侗族大
歌与教学创新活动融合在一起，使之更具育人价值。第二，立德树人。
在高师民歌声乐教学中引入侗族大歌可实现德育、智育兼顾教改目
标，加大民族音乐作品创新力度，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凸显侗族大
歌对高师民族声乐教学积极影响 [4]。

2. 以教学方法为基础，灵活运用侗族大歌声乐教学资源

通过对侗族大歌训练指导特点进行分析可知，自然而然、潜移
默化、反复练习、贴近生活是磨砺歌者技艺，助其科学呼吸、找到
共鸣位置、诠释音乐作品内涵的主要方法。基于此，在借鉴侗族大
歌基础上，高师民族声乐教学需强调学生自主体验，在此基础上转
变教学思想，追求“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利用侗族大歌音乐艺
术文化充实课程内容，满足声乐教学资源集聚及育人需求。发挥“互
联网 + 民族声乐教学”优势，扩宽学生学习实践时空，使学生能充
分运用闲暇时间练习，在反复训练中磨砺技艺，继而在借鉴侗族大
歌发展经验基础上提高高师民族声乐教学改革有效性 [5]。

3. 以课程开发为基础，助推高师民族声乐教学与侗族大歌融合
发展

侗族大歌是重要民族文化，在歌曲中体现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
关系，是民族民间智慧结晶，在历史沉淀过程中内容更为精炼，充
分体现方言内涵，还跟随时代发展步伐推陈出新，成为其艺术创作
突出特点，为此高师民族声乐教师需在借鉴侗族大歌同时开发课程，
以培育学生创新能力、人文素质、咬字发音能力等综合素养为依托
丰富课程内容，引领学生借鉴侗族大歌艺术表现形式，能运用传统
文化创新音乐作品，使学生歌词解读更有深度，民族音乐作品艺术
表现力更强，落实通过了解及借鉴侗族大歌培育优质人才教学目标 [6]。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侗族大歌的探析对高师民族声乐教学具
有一定的启示。第一，引领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文素养，
从德育、美育角度出发加强立德树人；第二，在学习研究及借鉴侗
族大歌基础上整合教改资源，使高师民族声乐教学内容具有特色化
与多样化；第三，通过研究侗族大歌，加大对民族声乐课程的开发
力度，创新教学方法，从传统民族音乐创作、原生态演唱以及民族
音乐文化内涵等角度出发，发挥侗族大歌育人优势，进一步提高文
化修养与审美能力，继而为高师民族声乐教学的特色发展夯实师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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