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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教学中演唱技法的嬗变——兼谈民歌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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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艺术只能在社会进步中不断地发展和嬗变，才能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就民歌而言，它来源于当代

生活，植根于民众之中，并依附于时代而生生不息。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歌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同程

度上进行着全方位的变革：从民歌滥觞期的劳动号子，到有感而发的山歌小调，从人类本能的情感流

露到有思想与爱憎的抒发，从最原始的下意识喊唱到有目的的民歌艺术创作，都能证明这一点。因

此，对于民歌发展中最为直接的进步方法——民歌演唱的教学，当然要随之力于改变。民歌演唱技法

的教学无疑要注入新的、适合于当今时代风貌与新民歌意识的内容。 

    民歌演唱技法的更新与完善，是民歌发展与演进的直接动因。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必须依凭于该艺

术的语言来进行表达，这是无数艺术家和声乐教育家们深信不疑的。从某种角度来看，民歌的演唱技

法就是民歌艺术语言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掌握好民歌艺术的语言表达，必须从民歌的演唱技法人手，

从民歌的技法教学训练人手。 

    (一) 

    民歌是由劳动者在劳动与生活的需求中自己创作并流传于他们中间、反映他们的生活场景和情调

的艺术形式之一。因此，从民歌的本体上来看，它是劳动的产物，是由本民族和本地域的劳动者集体

创作的。是劳动者表达自己生活情感的一种最具民间特色的音乐。民歌最实质的内涵在于它是劳动的

衍生物，是来源于生活的，最为直叙的思想与非常贴切其生活成为民歌显著的特点之一。不同的时

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群体，都会通过民歌来表现出他各自不同的风格与特点，因而

也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民歌题材、体裁、演唱形式和歌唱技法，它们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中国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就创造了自己的民歌体系，大约在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进入

以渔猎为生的母系民族社会，他们在劳动中和劳动之余要抒发和表达生活以及劳动中的感受，用歌唱

的形式来再现狩猎的心情与场面，便产生了以狩猎为内容的原始民歌。先秦典籍《尚书》中就记有民

歌的产生史实。我国最早的一部《诗经》，其中的《国风》就是当时的民歌。 

    民歌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大的阶段：首先是最为原始的民歌，在这个阶段中，可以说民歌的演

唱没有大多的技法而言，只是歌唱者自娱自乐的情感。因此，为中国民歌奠定了质补、自然的基调和

易于传唱、贴切生活的特点。为了更加丰富自己的生活和有益于劳动的需要，民歌进入到它发展的第

二个阶段——自娱性表演时期。这个阶段要求歌者有一定的演唱技法，当然这种技法只限于一般的水

平，是程式化的、概念化的。在传唱过程中也只是一种较为简单的口授。而当民歌随着社会的进步，

己演进成为一种表演性艺术之后，民歌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形式而发展起

来。由此而产生了唱歌为生计的演唱群。使民歌的演唱技法开始成熟并上升到艺术的层面。 

    民歌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歌在内容上不断地随着社会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

民歌的演唱技法也随着所表现的内容而日渐完善与日趋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