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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数千年的继承发展，民族声乐艺术已深深扎根于我国的土壤当中，以其独特、浓厚的地域色彩感染着一
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基于此，本文从“声”、“情”、“美”、“韵”四个大方向出发，围绕演唱技巧、演唱情
感、故事内容、听者体验等多个方面，对民族声乐艺术这一文化瑰宝进行了解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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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民族声乐艺术之“声、情、美、韵”

在民族声乐艺术表演的聆听当中，人们会接收到来自眼、耳、

脑等多感官的体验，继而对声乐作品中传递出的社会情感、声音特

色、地域风采产生具象化认知。据此，我们有必要对民族声乐艺术

的“声”、“情”、“美”、“韵”作出分析研究。

一、民族声乐艺术中的“声”

作为一种以演唱为形态载体的艺术形式，民族声乐艺术能通过

演唱者的声音表达，向人们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内容。具体来讲：

首先，“声”的技巧是民族声乐艺术的表演基础，声乐技巧对

演唱者传递音乐情感、带给听者感官享受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若

一名演唱者缺乏科学的技巧储备，采用平平无奇的发声方法或声嘶

力竭的歌唱表达方式，不但不会使听者感受到音乐作品的情感内涵

和美学价值，甚至会起到反作用，令听者“如坐针毡”，进而造成

声乐表演的彻底失败。所以，民族声乐艺术演唱者应勤于练习和学

习，时时保证自己的呼吸支持、腔体运用、唱法运用处于高水平，

为表达音乐作品情感打下坚实基础[1]。

其次，“声”的地域性是民族声乐艺术的魅力所在。受到历史文

化背景、方言习惯、社会环境、大众审美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地

域、不同民族的声乐艺术在音色选择、咬字方式、发声方式上会呈

现出辨识度极高的差异性。举例说明：

在《走西口》、《兰花花》等陕北民歌的演唱表达当中，声乐

艺术表演者大多采用高亢、嘹亮的声音形式，并伴随着较大的音律

起伏，这与陕北地域人们豪放、直率的性格特点以及陕北方言的婉

转咬字是分不开的。相比之下，《茉莉花》、《紫竹调》等江南民歌

作品，则要显得温婉、柔和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江南一带自然

风光秀丽、人民生活富足，养成了江南人含蓄优雅、细腻温柔的个

性，使得其中催生出的音乐形式也带有清新脱俗、娓娓道来的声乐

表达特点。这样以来，当人们听到、看到不同的声乐艺术作品时，

就会自然联想到其所代表的地域和民族，进而从心底里惊叹于声乐

艺术的多元化与个性化，久久不能平静。

二、民族声乐艺术中的“情”

除“声”以外，“情”是民族声乐艺术的另一大构成因素。这就

意味着，演唱者在锤炼自身技巧能力的同时，还要重视到唱商的提

升，从而做到“声情并茂”，在保证声乐作品悦耳的同时，引起听

者的情感共鸣。首先，民族音乐是从各民族人民的真实生活中产生

的，其情感基调自然也有悲喜、动静之分。例如在东北民歌当中，

既有欢愉、诙谐的《回娘家》，又有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的《江河

水》，声乐艺术表演者在表演这些作品时，就要将不同的感情色彩融

入到声音表达当中，从而带领听众进入到音乐故事的情境当中，调

动听众的情感变化；其次，与文学领域中“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的言论类似，基于音乐理念、主观理解、诠释角度的差

异，不同的声乐艺术表演者在演唱时，会为民族音乐作品带来情感

上的“二次创作”，从而将作品打上自己的“烙印”，表现出更加独

特的音乐魅力。

三、民族声乐艺术中的“美”

笔者认为，民族声乐艺术中的“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声乐艺术的个性美。在实际的演唱过程当中，声乐艺

术表演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音色特点、形象个性来选择相应的演唱

风格，外向型的表演者适于演唱喜庆欢快、乐观向上的音乐作品，

内向型的表演者适于演唱悠扬舒缓、情感细腻的音乐作品。这样以

来，声乐艺术中人与作品的审美角度将实现高度统一，进而带给听

者自然、舒适的美学体验[2]。

第二，声乐艺术的内容美。由于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民族声乐

艺术的故事内容不会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故而可以在人物塑造、

情节架构等方面采取一定的夸张、外化手法，进而充分体现出“艺

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一理念。以民族歌剧《伤逝》为例：在

这部作品当中，涓生与子君两个角色一生颠沛流离，由不畏封建制

度的坚定决心开始，至爱情失败、“一伤一逝”的悲惨结局结束，将

当时人们的生活现实具象化、放大化地表现出来。加之声乐艺术表

演者高超的演唱水平，可将爱情来临前的天真憧憬、爱情来临时的

果断坚定、爱情出现裂痕后的茫然失落、自杀前的绝望无依等多种

人物情感呈现出来，给观者以丰满、真实的聆听感觉。

四、民族声乐艺术中的“韵”

简单地讲，“韵味”即民族声乐艺术的文化内涵，以及其精神

的外化延伸。一个优秀的民族声乐艺术作品，能使听者在聆听音

乐、了解故事的同时，产生一定的联想和体会，进而挖掘出音乐作

品中蕴含着的独特质感。例如，我们在聆听蒙古族民歌时，通过呼

麦、长调等“延伸至眼界之外”的声乐表现方式以及“密-疏-更

密-疏”的音乐节奏，能毫不费力地构想出草原、蓝天、骏马、牛羊

等事物及场景，进而对蒙古族人们的生活环境、文化精神产生强烈

共鸣。这种带给人无限遐想空间的音乐力量，便是民族声乐艺术的

“韵味”所在。

五、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声乐艺术具有丰富多样的美学价值和文化价

值，真实地展现了各民族人们的生活场景。在这样集声音、情感、

审美、韵味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当中，人们通过演唱者高超的技术表

现和情感表达，能产生强烈的内心共鸣，进而深切感受到民族文化

中所蕴含着的庞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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