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期

收稿日期：2010-05-12
作者简介：李英霞（1963- ），又名格桑卓玛，女，甘肃舟曲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声乐教学与研究。

随着传播媒体的日益发展，民族声乐越来越深

地渗透到民众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尤其对音乐事象

的发生、发展、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从媒

体上提出了“三种唱法”的分类后，民族唱法更成为

大家争论的焦点，近些年在各类音乐刊物、书籍中

对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未停止过，各种见解虽

然称不上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可以说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

1 关于民族唱法和民族声乐的概念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演唱方法，他们结合

本民族的语言，通过富有特色的音乐旋律及其它表

现手法，以自己习惯的演唱方法表现熟悉的民族生

活，并以此来体现本民族的音乐审美情趣、音乐创

作风格以及欣赏习惯或情感表达方式等，同时还反

映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民族个性气

质，这就是该民族的“民族唱法”。“民族唱法”提炼

和继承了戏曲、曲艺、民歌唱法的精华，同时还包括

了各少数民族的歌唱艺术。如藏族特有的震谷唱

法，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方法，回族花儿真假声结合

自由转换的演唱方法等，因此，“民族唱法”实际上

是我国多种多样的声乐演唱方法的综合，它有着丰

富的内涵和外延。不管它的发声方法科学与否，总

之它是各民族习惯的歌唱形式，是通过对这种习惯

性的长期不断的总结和积累而最终形成的能够适

应自身嗓音机能，适合表达思想感情的歌唱方法。

“民族声乐”和“民族唱法”应该是一个问题的

两种称谓，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点。“民族唱法”是一

个空泛的、通俗的、更侧重于演唱形式而没有多少

科学界定的概念。相比而言，“民族声乐”作为声乐

表演的一种，它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成体系的、

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且侧重于技术层面的概念。

有人曾这样定义说：“‘声乐’专指欧洲歌剧及艺术

歌曲的演唱艺术，‘民族声乐’则专指中国民歌、创

作歌曲、民族歌剧的演唱艺术，同时‘民族声乐’中

的‘声乐’二字还具有与中国戏曲、曲艺演唱相区别

的含义。”①这正是大家对‘民族声乐’的理解，是依

照学院派的教学原则和评判标准而得出的结论，再

加上媒体的宣传使人们对“民族声乐”的这种认识

已经根深蒂固了。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歌手在

演唱过程中应该追求的一些共同属性，如松弛、圆

润、丰满、自然、柔和等，只要是一个歌者根据自身

的嗓音条件总结出的适合歌唱的，能使声音自然、

圆润、不挤、不卡，并且使声音在不同音区游刃有余

地歌唱的方法都可以认为是符合该歌手演唱的“科

学”方法。所以在“民族声乐”中所说的“科学”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欧洲音乐的理论和歌唱形态，而应是

除了共性还能突出个性的、因民族、因人而异的歌

唱形态，因此“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是多姿多彩

的，演唱形态是各不相同的。

2 关于民族声乐教学
西洋唱法的传入为我国的传统声乐艺术注入

了新鲜血液，使我国的声乐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

发展。民族声乐教育家们在沿用、借鉴西方声乐教

学的先进思想、经验、方法、手段和训练模式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声乐艺术实际情况，不断地总结经验，

注重实践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民族声乐理论的研究，

初步建立起适合中国人演唱中国作品的科学声乐

理论体系，以此来指导民族声乐教学。所以，今天

所说的民族声乐教学通常就是指专业音乐院校在

新的民族声乐理论指导下的民族声乐教学。下面

本文从民族声乐教学的目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

段等方面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2.1 要有明确具体的教学目的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有预期的目的，教育作为

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目的在于把受教育者培

养成什么样的人，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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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而民族声乐教育、教学目的是什么呢？首先，

作为民族教育，其目的应该是通过对一定的民族文

化的学习，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基本状况、发展轨迹

以及演变趋势，对其精华部分继续研究、继续发展，

使其以一种更高级的文化形态得到传承。其次，具

体到声乐教育，它的目的当然是通过对民族声乐理

论的学习和研究，结合自己的歌唱实践，继承和发

扬我国丰富多彩的声乐演唱艺术，并不断提高自己

的演唱技巧以及相关的表现手法，以增强民族声乐

的表现力度。最后，对民族声乐理论作进一步的研

究、补充和发展，争取早日建立起科学化的民族声

乐理论体系，以发展我国传统民族声乐理论和声乐

实践，推动声乐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2.2 要有系统有效的教学手段

任何实践活动最终目的的实现都要依靠具体

的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要达到民族声乐的教学

目的，就得依靠系统有效的教学手段来体现它的教

学结果。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民族声乐教学的手段

就是通过对人声进行的各种技能训练来制造“人声

乐器”，同时利用该乐器来进行演唱实践活动，结合

不同风格、不同难度、不同表现的声乐作品，在作品

的积累中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掌握各种高难度的

声乐演唱技巧、声乐表现手法以及对不同作品的演

唱风格、处理技法的准确把握，最终达到能够游刃

有余地准确演绎的目标。

2.3 要有科学实用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实施教学过程的重要方面，它对学

生的学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阶段民

族声乐教学实践中，关于声音训练方法的界定并不

明显，只要能够达到声音训练的目的，不管它是姓

“美”或是姓“民”都拿来为我所用，形成了民族声乐

的共有特征：圆润、自然、丰满、柔韧等。在这种教

学现状下，大家都依照共性特征在训练声音，难免

会培养出目前社会上议论着的“罐头歌手”，造成学

院派民族声乐教学“一花独放”的局面，从而影响民

族声乐演唱方式多元化的状态。因此在民族声乐

教学方面，需要更好地采用科学实用的教学方法，

更快更准确地体现民族声乐的教学成果。

3 对民族声乐教学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3.1 关于民族声乐教学手段与目的的统一问题

民族声乐教学的手段是通过对人声进行各种

技能训练，并结合演唱环节达到轻松驾驭，准确演

绎的目的。声乐教学一般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即练

声部分和演唱环节部分。“声音练习是声乐指导工

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

度发展歌唱者声音在完美性和技巧方面的潜在能

力，即发展其声音的自然音域、力度和音质。”②也就

是训练学生的生理技能，使学生在不断的练习中能

够充分调动歌唱所需的各种身体机理，能够积极地

协调歌唱机理的各个部分，为演唱练习环节做准

备。而演唱练习环节既是教学手段也是教学目的，

通过演唱环节积累各种难易程度不同、风格不同的

曲目来掌握歌唱机理的各种状态，培养对各种机理

的协调能力，从而逐步提高演唱技巧。因此要达到

这个目的就必须使教学手段与教学目的相互统一、

相互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使学习歌唱的人在练习和

运用的紧密结合中，在技能训练及时巩固，及时得

到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掌握适合歌唱方法，建立起正

确的歌唱理念。

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常有这样的情况，老师在

做基础练习时一般是根据声音的共性要求来训练

学生的，对气息的支持、共鸣的运用、发声的方法、

音色的要求以及咬字的位置等各方面的共性特征

对声音进行训练。而在接下来的演唱环节中，为了

歌曲的内容要求，或更好地突出歌曲的演唱特点和

个性，老师会让学生做这样或是那样的声音调整，

这时学生很容易乱了方寸、不知所措，尤其是初学

者更是不知如何才好，造成了声音训练与演唱环节

的脱节，严重阻碍着学习效果、学习进程。因此在

初学阶段，在学生还没有具备自由调整能力之前，

是否可以先发展共性歌唱呢？这里所说的共性歌

唱是根据实际情况掌握的、适合科学发声的一种歌

唱规范。也就是说不宜演唱太个性化的作品，先建

立起基本的歌唱框架，掌握一些基本的规范歌唱方

法，等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发展个性歌唱。

要发展个性歌唱同样也离不开教学手段的配

合，例如，在声乐学习的初级阶段训练好了一些基

本机能，掌握了歌唱所需的基本规范方法之后，就

需要渐渐改变教学手段。在共性训练的基础上加

入个性训练的因素，不论是从练声还是曲目选择都

应突出个性要求。再者，更加充分考虑学生的自身

条件，学生所具备的歌唱潜能以及声音的可塑性情

况，围绕这些因素对歌唱学习进行更高层次的训

练。并在歌唱环节中接触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细

细体会风格作品的突出特征以及艺术表现手法，了

解影响风格表现的因素加以克服，在不断积累、不

断调整中掌握真正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科学发声

方法。在这种训练中同样达到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最终培养出有个性特点的民族声乐演唱专门人才。

3.2 关于民族声乐教学中对共性与个性之度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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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声乐教学与声乐演唱都是实践性的活动，在教

学过程中，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目标、有针对

性地制定教学计划。但是近年来，民族声乐教学实

践表明，学院派在教授民族声乐学生时，因过分强

调声乐教学中的共性要求，从而导致民族声乐歌手

“千人一面、千人一腔”，似乎民族声乐演唱的路子

就是追求声音的明亮、清脆、甜润，而且大家都按照

这种审美标准和教学要求打造出了许多无论在发

声方法还是演唱方式都如出一辙的民族歌手，充分

利用电视传播媒体，频频亮相于各种文艺晚会。从

表面看似乎是民族声乐人才辈出，歌坛新秀蜂拥而

至，但是缺乏个性的演唱使人听不清到底是谁在

唱，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就像有人说的：“现在的

歌手怎么唱的都是一种声音，不像以前的歌手，一

听声音就能分辨出她是郭兰英还是王昆。”

当然，并不是要求民族声乐回到五六十年代，

回到各自为营、缺乏科学理论的感性歌唱时代，只

是提醒大家要正确把握歌唱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

系，掌握好一个度的问题。

3.3 关于民族声乐教学中风格的把握问题

在声乐教学实践中经常说要保持风格，如民族

风格、作品风格、演唱风格以及地域风格等等。我

们在滥用“风格”的同时，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到底什

么是风格？影响风格的因素都有哪些呢？黑格尔

说：“风格就是服从所用材料的各种条件的一种表

现方式，而且他还要适应一定艺术种类的要求和从

主题概念生出的规律。”③可见风格是一种艺术表现

的定性和规律，是服从各种条件、各种因素的一种

表现方式。具体到民族声乐教学中，就一句保持风

格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就要求我们更要

从声乐教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中总结出它

的规律，找出影响风格问题的所有材料，在服从所

用材料的过程中得到风格的体现。

保持风格这话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却是难上

加难，尤其在教少数民族学生时更要时时处处注意

风格，如民族语言、特色旋律、民族特有的润腔方法

等。由于各民族的声音特点、要求各不相同，在练

声环节，可以多选取本民族歌曲中很有特点的一个

乐段或一句唱腔来进行声音的基础训练，通过这样

持久的练习，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个性声音特

点。当然，如果怕失掉个性特色而不敢进行科学的

训练也是不可行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严格遵

循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充分

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挖掘出他的歌唱潜能，使其

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也要尊重科学的演唱方

法，在共性规范的基础上发挥个性才能，突出风格

特点，切实掌握风格问题的具体要求及影响因素，

以更高级的艺术表现、更具艺术生命的风格特点来

继承多姿多彩的民族声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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