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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漫谈民族声乐教学之一 

金铁霖 

编者按：近来，经常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提出学习民族声乐和在演唱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为此，我们特请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教授金铁林撰文谈他在

民族声乐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从本期始陆续刊发，以乡食 读者。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比

拟的。只要我们认真的学习、继承、总结、发展，使它更具有科学性、民族

性、艺术性、时代性，就必将会受到我国观众的喜欢，也肯定会被世界人民

所欢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我们借鉴西洋唱法和艺术表现手段的目的不是代替和改变我们自己的声

乐发展，更不能生搬硬套盲目崇拜。借鉴应该有所选择，为我所用、丰富自

己，发展自己，使我们的民族声乐更加完善。 

科学性的本身是共性，是中外各种唱法所共有的。在中国传统唱法中有

科学性，在外国唱法中也有科学性。不同语言、不同风格、不同民族的欣赏

习惯，是会有不同的个性和特色的，唱法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

味着它变得不科学了，而是在科学的共性之下体现出来的个性不同罢了。很

多人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经常把各种唱法分割开来去解决基本训练问题或

只用科学唱法训练而不再去体现其个性和特色。对于民族声乐教学更要注意

这个问题，将科学性和民族性关系搞好，也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过去

曾有过洋、土唱法之争，争来争去，各抒己见，但没拿出结果来。其实不论

什么唱法（包括中国的戏曲、曲艺、民歌、创作歌曲、歌剧等）都应当经过

科学唱法基本功训练，再体现基本唱法的个性和特色，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

和提高。在我的教学中，彭丽媛的演唱就有鲜明的个性，观众一听就会辨别

出她是谁。她在音乐学院从进修生、本科生、研究生的九年学习过程中，科

学的训练是贯彻始终的。每次上课前或在演出之前，都要严格的唱一遍练声

曲。现在她虽然已经毕业离开学院，演出十分繁忙，仍隔一段时间要抽空到

学院找老师对自己的演唱和基本功情况加以调整，以达到更加完美的程度。

也许有人听她练声后，会感到与她本人演唱特色相距甚远，其实在科学性这

一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声乐作品的风格、语言、表现形式不同和声

乐作品内容的特点所决定唱法上的变化而已。万变不离其宗，她在唱法上的

个性和特色都是建立在科学唱法共性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在唱法转换之中是

有一套技巧和方法的，而不是使用练声方法去直接套唱具有民族风格较强的

声乐作品。作曲家在创作时已经把唱法上的特点考虑进去了，因此声乐作品

的本身也是与唱法直接相关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声乐作品可以是各种唱法相

通使用的。 

中国民族声乐发展提高已经被广大观众所接受和承认，因为它是来源于

我国传统的声乐艺术，它扎根于中国的音乐沃土之中，适合于中国观众的欣

赏习惯。但是只有鲜明的民族性还不够，还须加强科学性和艺术性，因为这

是能否提高民族声乐水平的关键。时代在发展、在前进，人们的观念、思想

也在发生变化，生活节奏和对美的追求也给民族声乐提出新的要求。不论在

创作上以及演唱上都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在我培养民族声乐学生的过程中，始终都注意把握住

“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这几个方面，并把它贯彻到整个教学

全过程，只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罢了。 

（本文首发于《音乐周报》199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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