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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 

    中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前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为我们总结了宝贵的经验,只要

我们认真地去学习、继承、总结、提高,使它更加具有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逐步丰富和

完善,它必将受到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观众的欢迎,也肯定会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和喜欢,“只有民

族的,才是世界的”。 

    在发展中国民族声乐事业中,我们只是继承还不够,还应借鉴国外声乐各个学派的科学唱法和艺术

表现手段,借鉴的目的不是照搬、更不是替代，而是吸取精华,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使我们

的民族声乐更加完善。“闭门造车”“固步自封”或“妄自菲薄”的思想都是不利于民族声乐事业发

展的,因此正确处理继承和借鉴的关系使十分重要的。 

    对于声乐训练本身,科学的唱法和技巧使共性,使中外各种唱法所共有的。中国传统民族唱法中有

科学性,外国声乐也有其科学性。从基本声乐训练的科学唱法来说只有一种,这是世界各个学派所共有

的。中国的戏曲、曲艺、民歌、歌剧和创作歌曲的演唱方法的基本训练 

,也不例外,只是由于语言、风格、情感、表演、气质等方面,各个民族和地区有所不同的差异。不同的

风土人情,不同的欣赏习惯,会产生处不用的个性和特色,从而在唱法上也随之而发生变化。这种演变并

不意味着它变得不科学了,而是在科学得基础之上所体现出来得不同个性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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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得基本训练问题,或只用科学唱法训练而不再去体现本民族

得个性和特色,这样会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民族声乐教学更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处理好科学性与民

族性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过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土、洋之争,各抒己

见,互不相让,争来争去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也争不出个结果来。其实,不论什么唱法(包括西洋

唱法)都应当经过科学唱法的基本功训练然后再去掌握和了解各种唱法所特有的规律,去体现它本身的

个性,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和发展。. 

   目前,中国民族声乐已经在整个声乐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广大观众所接受和喜爱,并且逐步走向

世界,受到各国观众的赞扬和欢迎。全国各个音乐院校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有了新的提高,培养了中国民

族声乐硕士研究生,使中国民族声乐向着高层次、高水平发展迈进一大步。但从教学角度看,中国民族

声乐仍是一门新的学科,需要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去充实和完善,只有鲜明的民族性还不够,还须加强

科学性和艺术性。为这是能否提高中国民族声乐水平的关键所在.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们的观

念、思维和生活节奏都在发生变化,美的追求和欣赏习惯也都给民族声乐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论从创作

上和延长上都要有鲜明的时代感,才能适应时代的发掌需要,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世界上任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