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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代的变迁带动着我国声乐美学的发展，应时代的要求，我国的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歌唱
的一种新流派，这样的歌唱形式将我国民族声乐的特色与美声唱法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既体现了我国声乐的特点，又融
入了时代的特征，对我国民族声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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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声乐和美声唱法都拥
有浓厚的历史色彩， 二者的有机结合
展现除了时代的文化内涵、审美观念、
声乐技巧以及时代特征， 能够有效地
促进我国歌唱事业的发展， 本文就民
族声乐与美声唱法有机结合的意义进
行浅议。

一、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有机结合
的意义

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有机结合不
仅仅是歌唱事业发展进程上的一道里
程碑，而且将歌唱事业推入一个新的发
展高度，将我国的歌唱特色展现得淋漓
尽致，同时也赋予歌唱新的艺术涵义。

（一）改善了民族声乐的演唱方式

1.民族声乐的演唱方式更加科学
合理

民族唱法主要是传承我国传统的
声乐演唱的特性， 对于现代这个经济
文 化 一 体 的 时 代 特 征 来 说 不 具 广 泛
性， 不能适应大众的审美要求和时代
的特点，在融入美声唱法以后，汲取了
美声唱法的演唱方式以及演唱风格，
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歌声演唱更
加明亮、清新、圆润、自然，在展现民族
声乐风格的同时， 打破了传统民族声
乐演唱的局限性， 科学合理的借鉴了
美声唱法当中歌唱技巧和歌唱理念，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的推陈出新别具一
格的音乐作品， 民族声乐进入了新的
高度和新的时代。

首先，在传统的民族唱法中，演唱
风格比较尖锐，气息运用不规范，不合
理，对声带的伤害也比较大，与美声唱
法结合以后，采用了比较明亮、浑厚的
歌唱风格，在气息的运行和歌唱技巧的
掌握上更加熟练合理，一方面保障了民
族声乐的音乐质感，另一方面使声音的
表达更具稳定性，整首歌曲的演唱更加
流利，每个部分的衔接更加完美，作品
所表达出来的情感也更加深刻了。

其次， 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的有
机结合使得口腔、胸腔、头腔的歌唱状
态与气息之间的配合更加协调， 使其
能够达到共鸣， 又能够分别表达作品
的不同部分。高、低、中音和假音、真音
之间的转换更加微妙，顺畅和灵动，在

美声唱法中， 口型的变换是非常夸张
的， 这样的方式是为了让演唱者全心
投入演唱中，清新的表达每一个文字，
更加科学的调整自己的气息，将“声”
与“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2.美声唱法的优势更加凸显
美声唱法是欧洲一种歌唱方式，

历经欧洲几个世纪的历史洗礼， 极具
欧洲特色。 展现了在欧美歌剧美声唱
法的写实性，夸张式的情感表达方式，
与我国民族声乐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
相比，更加直接、明了，在美声唱法中，
其声乐的表达极具节奏感、金属感，音
质铿锵有力，诸如《在希望的田野上》
都是对美声唱法优势运用得当的代表
作品。

（二）二者的结合展现了民族声乐
的时代特性

1.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化
与美声唱法的有机结合推动了民

族声乐的快速发展， 在二者有机结合
的发展过程中， 民族唱法不断借鉴吸
收美声唱法的精华， 进一步传承和发
扬了民族声乐的时代特性。 由于民族
声乐的表达在演唱方式、 作品创作等
各方面都聚集着时代的特点， 它就可
以从一定层面的透露出当世社会的发
展进程， 一个富有时代特性的声乐作
品，例如：《走进新时代》，不论是在作
词作曲或者声音表达上都能够看出那
个时候我国的发展状况， 从作品名我
们 就 可 以 看 出 了 社 会 进 入 了 一 个 新
的、 好的发展时代， 而且人民是欢呼
的、幸福的、期待的。

2.体现了民族声乐的时代特征
所谓时代特征是指与特定时代相

适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状态
以及由世界的基本矛盾所决定和反映
的基本特征， 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结
合以后， 二者都在根据社会的发展进
程不断的从表现形式、 作品创作等方
面改进， 不断地迎合大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 这样的改革方式体现了国际经
济文化的变迁， 体现了国家与国家之
间 的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以 及 国 际 政 治 关
系， 二者有分别体现了自己国家的时
代特征，像作品《南泥湾》，不仅仅是一

首军旅歌曲，从歌词中，我们能够得知
当时的社会的何种状态， 制定的是一
种什么样的发展策略， 以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同时也在为了这样的
美好生活共同奋斗， 展现出了当时的
军民情和国防力量。

（三）促使民族声乐更加欣欣向荣
1.民族唱法在其艺术表现上有了

提升
由于民族唱法借鉴了美声唱法的

发声原理， 使得民族唱法在展现浓厚
的民族特色的同时， 又能够增加歌曲
当中的情感，其情感表达也更加明显、
直接， 一改从前让人难以琢磨的情感
路线表现方式， 其情感表现手段也更
加丰富了， 譬如在表达国家情感这一
方面，作品《军中绿花》与作品《中国人
民解放军进行曲》 所用的表达方式是
不同的，前者所用的是温润、柔和的委
婉的侧面表达方式， 后者所用的是一
中激昂、高亢、明快的表达方式。因此，
民族唱法在其艺术表现上有了一个新
的提升。

2.民族作品的题材资源更加广泛
与美声唱法结合后， 民族声乐的

创作题材不再局限在历史故事之重，
而是广泛地搜罗社会代表性事件，亦
或是抽象性的想象， 开拓更加广泛的
材料提取， 题材的运用也更加倾向于
用细微、 平凡的事物来烘托大方向的
情感表达。

二、结语
由此可见， 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

的有机结合， 能够有效地促进民族声
乐的发展， 提高民族声乐的艺术内涵
和时代内涵， 有利于我们去创新出更
多更好的作品， 推动我国音乐领域不
断改革，完善国家的音乐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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