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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的各种声乐赛事皆以三种唱法划分并不科学，存在误区甚至是错误的。笔

者认为唱法上不存在唱法之分，只有科学唱法，所谓的不同唱法实质是不同演唱风格。歌唱

技巧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完美表现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应以作品来划分声乐比赛。  

  【关键词】声乐     唱法    划分  

 

  一九八四年以来，由中央电视台已举办了十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简称青歌

赛），从第二届始,届届均是以“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划分的。(第十二届更有

甚者加进来“原生态”唱法)自此我国的各种声乐赛事皆以三种唱法划分。其实以唱法划分

并不科学，是存在误区的，甚至是错误的。下面我就从唱法划分为什么存在误区、以唱法划

分造成的不良后果以及规范声乐比赛的标准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和认识，来谈谈我的见解。  

  我们现引声乐比赛中划分的所谓唱法，亦即歌唱方法，如果划分几种唱法，可以理解成

几种不同的歌唱方法。那么青歌赛划分的三种唱法照此理解指的就是三种不同歌唱方法，而

非指同一歌唱方法的不同声乐学派，如果指的是声乐学派，那么美声既是一种唱法，又是一

种声乐学派，“民族唱法”也可作为一个声乐学派看待，那么“通俗唱法”也能算是一个声

乐学派吗？何况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还没有过以声乐学派划分的。如果指的是不同演唱风格，

那么风格岂止三种？不同学派的演唱风格自然不同，就是同一学派的演唱风格也不尽相同，

更何况国际声乐比赛也没有以演唱风格划分的，那么青歌赛划分的唱法既不指声乐学派，也

不指演唱风格，指的只能象它标明的那样是三种不同歌唱方法了。  

  所谓的歌唱方法也即歌唱发声方法，其最高原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既要符合嗓音卫

生，能够最大效率地发挥歌唱机能，又能尽量完美地表现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由此可见科

学发声法是声乐艺术的根本所在，正像声乐教育家管林所说：“发声方法的优劣，对一个歌

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自身声音条件的发挥，关系到演唱水平高低，关系到艺

术表现力的强弱，关系到歌唱寿命的长短等等”。[1]  

  从近代声乐发展上看，虽有各种声乐学派，但其根均源于美声唱法，是美声唱法的传播

与其所在民族歌唱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能作为科学唱法代表的当首推美声唱法。美声唱

法自其产生三百年以来经过历代歌唱家和声乐教师的不断完善，尤其经过现代美声唱法代表

卡鲁索等人的完美演唱，确立了美声唱法在世界声乐艺术中的核心地位。那么美声唱法为何

有如此大的影响呢？为什么产生于意大利呢？是因为那里有被誉为歌唱家的语言——意大

利语吗？不是的，每个民族的语言对形成自己的歌唱艺术风格的确起着重要作用，但不同语

言并不能产生不同唱法，美声唱法也并非意大利语才产生的，而是那里最早出现了歌剧艺术，

它对歌唱演员在音域与音量上要求很高，歌唱演员不但要有宽广音域而且还要具有让最后一

排座位上的每个听众都能听见的音量，这在当时歌唱演员对歌唱发音方法掌握还有限及没有

扩音技术的情况下是难以达到的，不少演员为了达到这一要求而唱坏了嗓子，这促使致力于

歌剧事业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摸索到了既省力又能最大效率地发挥歌唱机能的发声方

法，音域上出现了辉煌的高音 C， 音量上震撼整个剧场，这就是被称为美声的歌唱方法。

按意大利文 Bei canto 字义讲为优美的歌唱，其自然包括能达到这一要求所具备的美好声

音，而美好的声音又来自良好的歌唱方法，因此后来人们也叫美声唱法。它在欧洲传播中产



生了不同声乐学派，但它们始终是统一于美声唱法最高原则下的，正象人们常常把美声唱法

也称为西洋唱法一样。因此在欧洲还没有哪个国家因民族声乐风格与别人不同而有一个属于

自己的“民族唱法”的。  

 那么中国的“民族唱法”又是怎么回事呢？从中国民族歌唱艺术发展的特点看的确有着与

美声唱法不同的地方。首先从语言对歌唱的影响上看，中国汉语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富生

命力的表意文字，且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多民族，方言种类也多，加上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

使中国有着独特的戏曲、曲艺、民歌，尤其中国戏曲的主要代表京剧，的确有着与西方不同

的咬字吐字方法及发音方法，且几乎是在封闭状态下发展起来的，至今可不受其他民族声乐

艺术的影响而自成体系。[2]但我认为这不能就此将其简单地称之为一种唱法。  

  其次从歌唱艺术产生的媒体上看，美声唱法与歌剧相伴而生遍及欧洲，因产生的媒体单

一，在歌唱方法上较早形成了基本统一的发声方法，而中国歌唱艺术产生的媒体五花八门，

其戏曲、曲艺民歌早期又均处于自流状态，缺少统一于科学唱法的条件。  

  再次从发展阶段看，由于欧洲现代史较长，现代文化相对发达，较早建立了高等音乐学

府，歌唱者大都产生于音乐学府，有着良好的音乐素质，理论上较早对科学发声法进行了系

统完整的阐述，至今仍是各国声乐训练的基本指导理论。而中外迥异的历史，使中国的现代

史相对于西方较短，也相对落后，尤其旧中国的音乐教育极为落后，戏曲、曲艺、民歌演员

大都产生于民间，学习的方式均为口传心授，即使有的典籍论到了歌唱发声，也是只言片语

不成体系，不能用来指导学习，基本处于感性认识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有了高等音

乐学府，理论上继承了美声唱法，并结合中国歌唱艺术，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民族的即为世界的。在民族声乐教学或研究中，可以把一些民族声乐的演唱技巧称为“唱

法”，但这并非具有美声唱法那种完整体系的科学发声法的意义，仅仅由于一些民族声乐技

巧就自立一种唱法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程志曾对国内声乐错误地

分为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科学的唱法只有一种，不同的只是演唱

风格，唱法就象打乒乓球一样，打法规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不同的是各国的风格，金铁

林唱美声，却培养出了彭丽媛、宋祖英、阎维文等一大批民族演唱家，这证明唱法是一样的，

把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区别开来，也不利于中国的民歌走向世界，外国人会认为中国的民族

唱法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种唱法与美声是两回事。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在谈到美声唱法时也

说：“有人说美声唱法只适合意大利语，这种说法不对，意大利美声之所以有世界级的影响，

那就是它有一个总的原则，这总的原则与各民族的语言结合都是有效的，所以这种美声最高

原则与我们的语言结合得好一定唱得又优美又清楚”这从他培养出的范竞马、刘跃、迪里拜

尔、梁宁等各个声部的著名歌唱家身上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4]事实上美声唱法在各国传

播中从没有产生语言上的障碍，正象前面说的美声唱法并非产生于意大利语，而是与歌剧相

伴而生，又与歌剧遍及全球，推动了声乐艺术的发展，它能有今天的普及和完善程度是跨越

国家所有致力于歌唱事业的人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为此做出了贡献的中国歌唱家和声乐

工作的教育者与学习者，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应该继承发展它。  

  总之，本文认为唱法上不存在唱法之分，只有科学唱法。所谓的不同唱法实质是不同演

唱风格。歌唱技巧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完美表现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应以作品来划分

声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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