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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洋唱法民族化 

浅谈西洋唱法民族化 

转自：本站原创   作者：卢清丽   

 

纵观中国歌唱艺术几十年的继承、借鉴和发展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0世纪的二、三十年

代，中国的歌唱法重视向戏曲、曲艺艺术学习和借鉴，基本使用本嗓（真声）来演唱全音域，以明

亮甜美的音色为主，演唱的音域较窄，曲目的可塑性较小。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外籍教师和归国

留学生的影响，首先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介入了西洋唱法，一些接受西方音乐文化观念的音乐工作者

较快认识到这种唱法的优越性，先后在一些音乐院校中开始了欧洲传统唱法的教学，在中国知识分

子阶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逐渐改变着人们的审美习惯。从此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在中国扎根，

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由此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这种唱法的引入，与中国传统文化、听觉习

惯，以及汉语的语言文字的结合，有着相当突出的矛盾。从此开始了广泛的“土洋”之争。直到

1957年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对西洋唱法要民族化；对民族

传统唱法要继承、学习，并进一步发展提高。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声乐教学的方针，为以后我国声

乐事业的繁荣和提高打下了良好基础。 

什么是西洋唱法民族化呢？“所谓民族化，就是要在保存欧洲传统唱法基本特点及其一切优秀成果

的基础上，在表达我们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思想感情方面，力求其深入、完善，达到真正地为我国

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艺术家张权先生对如何把西洋唱法民族化做了最恰当的诠释。人们常说的

“西洋唱法”，就是以意大利语为语言基础而形成的歌唱艺术。它的发展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

意大利演唱流派最早以“贝尔康托”而著称。（“贝尔康托”就是“美好的歌唱”的意思），它最

早出现在佛罗伦萨，以后便逐渐传到意大利的其他主要城市，传到其他国家，并成为不受语种限制

的世界性歌唱艺术，形成了在清晰吐字基础上的流畅优美和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及一整套与之相适应

的美声教学理论。自20世纪以来，各学派均在意大利美声学派的基础上，遵循美声唱法艺术规格的

原则，解决了语言与歌唱发声科学之间的矛盾，使过去认为难于寻求歌唱共鸣的语种如德语、法语

以至英语，均在咬字发声的演唱中达到美声化的艺术规格及共鸣效果。意大利美声唱法具有简洁、

明快的发音特点，较之汉语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语言有歌唱中的行腔优势。西洋唱法对声音历来有它

的特殊要求，强调“共鸣”、“关闭”，追求具有强烈的“头腔穿透力”，即所谓“声音集中”，

可以说，西洋唱法的优越性恰恰弥补了当时新中国建国前后民歌唱法以大本嗓演唱全音域、演唱曲

目范围偏窄、演员的发声技能水平欠佳、难以适应当时的时代要求的不足，所以借鉴西洋唱法的科

学发声方法--共鸣、呼吸、关闭等，使中国民歌的唱法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丰富了音色的表达能

力、拓宽了音域、扩大了演唱曲目的范围。 

中国汉语的语言特点、咬字习惯、地方风格及鲜明的民族审美意识和西洋唱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的唱法有其独特的个性。面对广大的中国的听众，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语言，如何把西洋唱

法民族化，继承、学习传统唱法，使其进一步提高？这个问题，前辈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耕耘和探

索，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和唱法——即中国唱法。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声乐界的老前辈

尚应能、张权、王品素、周小燕等众多的艺术家们在探索西洋唱法民族化的实践中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尚应能先生，生前致力于研究“如何把西洋唱法与中国字结合的问题”，他在前无古人的情况

下，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对此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开拓。他说：“歌唱家对如何把洋唱法与中

国字结合的问题感觉到了，却都研究得很不够，因为这个声乐上重要的基本问题，一直没有努力去

探索和全面地解决”。“外国专家虽然都要求把洋歌译成中文来唱，但并没有解决中国字如何与发

声方法得到结合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建立民族的声乐学派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结合教学实

践，不断研究，结论是“以字行腔”，并著有遗作《以字行腔》一书。“以字行腔”、“字领腔

行”、“字正腔圆”，是历代劳动人民和艺术家，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挖掘出来的中国艺术精华，

它反映出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声乐艺术语言—— 一种相互、自然、大方的我们自



己能看中的声乐演唱形式。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歌唱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由发声伴随

音乐而在时间中有机结合的艺术。它突出的是语言和音乐共融的基本特征，所以歌唱中的字腔是音

乐化的字腔，这个音乐化的字腔运动便是形成歌唱语言的本质，它决定了人对歌唱艺术的第一感性

需要。以字才能行腔，字正方可腔圆，这是一个贯通中西的语言与歌唱的基本法则。尚应能先生在

西洋唱法与中国字如何结合的问题上，为西洋唱法民族化探索出一条可行的“以字行腔”的中国声

乐唱法的发展道路。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权是西洋唱法民族化的体现者，她主演过中国歌剧《秋子》，举办过独唱音乐

会，并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先后在纳萨瑞斯学院和伊斯特曼音乐学校里，系统地学习声乐、歌剧艺

术，研读了大量欧洲古典乐派，浪漫乐派及近现代乐派的艺术歌曲与歌剧作品，学习了专业音乐基

础理论及文史、神学、德语、法语等各方面的课程。从此，张权能用五、六种语言演唱原作。她以

极大的热情和毅力认真地钻研我国各地的民歌、戏曲和曲艺的演唱方法，她特别注意语言、发声和

不同风格的把握，努力将民族传统唱法与美声唱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艺术见解和

个性化的演唱风格。1956年，张权主演了我国第一次用汉语演唱的外国歌剧《茶花女》，这部作品

的演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薇奥列塔的咏叹调“为什么”，从表演到演唱都很好地表现了原

作的戏剧性和情感张力。她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将外国民歌、艺术歌曲、歌剧唱段成功地进行了译

配，并通过歌声介绍给中国听众。张权不仅能原汁原味地演唱好外国优秀作品，更可贵的是她能够

演唱好中国作品。她为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艺术歌曲作了最好的诠释。如《我住长江头》、《玫瑰三

愿》、《铁蹄下的歌女》等艺术歌曲，她都唱得非常精致、适度、炉火纯青，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审

美情趣。她还能演唱不同地区的民族风味的歌曲，如《绣荷包》、《嘎尔里泰》、《乌苏里江》

等。她演唱的四川民歌《山歌向着青天唱》，从风格、语言、韵味上都表现得恰到好处，独具情

致，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她的歌声里那一出出感人的故事，一曲曲动人的旋律，让人备感亲

切，回味无穷。张权的演唱能很好地将西洋唱法与中国风格结合起来，既拓展了美声的表现空间，

又凝聚着民族气韵和感人的艺术魅力。赵沨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东西方音乐时说道：“中国音乐

的三大阶段（金石之乐、燕乐和戏曲音乐以及文人音乐）中，无不具有人文的特色。而西方音乐则

不同，西方音乐一开始便具有浓郁的技艺色彩。”我想，张权的演唱在处理好演唱技艺和顾及人文

特点的辩证关系上做了最好的诠释。张权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从我们的国情

出发。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中国听众。尤其是从音乐院校毕业的歌手，不仅要用自己训练有素的歌

喉唱好外国歌曲，而且还应下工夫唱好中国歌曲。”“应该承认，西洋唱法在我国近几十年的声乐

实践中，与我们的民族语言相结合，已逐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风格。这同世界各国的声乐演唱者大

都学习过意大利歌剧技法，而又形成了各国所特有的演唱风格一样，这是必然的。今天我们学习西

欧传统歌唱的方法，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演唱好那些优秀的西欧传统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曲，而主

要是为了学他人之长以补己之不足，更优美、更动听、更自如地演唱好中国歌曲，更好地发挥我国

声乐艺术的民族特点，发展我国的声乐艺术事业。” 

中国音乐学院在使西洋唱法民族化的训练方法趋向完善和规模化，确立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起到了关

键性的作用，创造了培养西洋唱法民族化人才的客观条件和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如：中国第一

位民族声乐硕士研究生彭丽媛，她在声乐教育家金铁霖严谨、科学的教学方法指导下，借鉴了西洋

科学发声方法，拓宽了中国声乐作品的曲目范围，不但学习了中国戏曲、民歌、还演唱了大量的外

国声乐作品，使歌唱技术难度大大提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唱法，成为我国百姓喜爱的歌唱

家。还有屡次获国际大奖的青年歌唱家吴碧霞，也是跟邹文琴教授学习8年的民歌唱法之后，又跟女

高音歌唱家郭淑珍教授学习西洋唱法，演唱了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歌剧选曲和艺术歌曲，掌握了

西洋唱法又反过来演唱中国的民歌，使她的声音更圆润、更有张力，表现作品的能力更强。2001年

（广州）国际声乐比赛中，她以圆润、明亮、富有感染力的美妙声音演唱了我国唐代诗人张继的诗

《枫桥夜泊》〉，倾倒了在场的观众。在今年俄罗斯举办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她演唱的

古曲《阳关三叠》和中国民歌，让具有权威性的国际专家评委为之惊叹，赞许西洋唱法民族化的合

理性和科学性。所以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歌王帕瓦罗蒂的演唱，唱得最好、最深情、

最感人的还是他自己国家意大利的作品。而身居国外在世界享有盛誉的我国歌唱家迪里拜尔、汪燕

燕、梁宁等，她们在世界各地举办音乐会都忘不了演唱本国的民歌并且深受各国人民喜爱。这也正

是西洋唱法民族化的最好体现。只有把西洋唱法民族化才能更适合中国百姓的口味，也才能更好地

被中国百姓所接受，更好地为中国百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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