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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歌曲的语言特征及在演唱中的具体运用
高　妍

（淄博市技师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艺术歌曲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较短，但在我国深厚的文化根基与社会背景下，艺术歌曲的发展速度较快，而且表现出别具一格

的中国风特色，随着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不断转变调整，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悠远博大与中华民族的艺术底蕴。本文即以此为研究背景，

通过深入分析中国艺术歌曲的特征及发展情况，总结中国艺术歌曲的语言运用与演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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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艺术歌曲的特征及发展

（一）中国艺术歌曲人文背景和发展

中国艺术歌曲的人文背景与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为

20 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该阶段是中国艺术歌曲的诞生时期，

最初原型为学堂乐歌，其旋律大多取材于国外经典艺术歌曲，比

如沈心工《男儿第一志气高》的曲调参考了日本艺术歌曲《手指

游戏》，而李叔同创作的经典歌曲《送别》，其旋律也参考了美

国艺术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在该阶段，中国尚未诞生彻底掌

握艺术歌曲的作曲技法，因此较多作品都借鉴了国外歌曲的曲调，

而 1919 年后，人们进一步挖掘了古诗词中的内涵与思想，同时借

助白话文的表达形式，营造了良好的艺术歌曲发展氛围。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时，中国处于动荡年代，国家与人民面临着追求独立、

抵制外敌的民族诉求，而此时艺术歌曲的创作也充分展现了当时

的社会背景。

其次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期间，该阶段我国的社会政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民族独立意识与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着人

们的思想文化观念，而艺术家的创作也在创新调整，表现出对社

会主义的歌颂与赞扬情绪，具有激昂、热情的艺术特征，展现了

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情形。与此同时，也有创作者开始融合我国

民族调式、传统语言以及民族风格展开创作，形成了独具中国特

色的艺术歌曲形式，比如《蝶恋花·答李淑一》等。

最后为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国内的艺术

创作环境进一步升级，音乐制作团队与制作技术也在蓬勃发展，

艺术歌曲开始围绕新中国展现出的新气象与新时代特征进行创作，

比如《我爱你中国》《春天的故事》等，不仅更加通俗，而且创

作技法也愈发成熟。21 世纪后，电子合成技术、人工智能等为艺

术歌曲创作提供了新的土壤，生成了更加多样化的歌曲类型，比

如《壮丽航程》《不忘初心》《醉了千古爱》等。

（二）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特征

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题材

内容具有中国化特征。在初始阶段，其创作题材大多来源于古典

诗词或新体诗，比如《正气歌》《满江红》《点绛唇·赋登楼》等，

展现了我国诗词文化的艺术性与文学性，同时也蕴含着浓厚的爱

国情怀。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得到扩展，自由与积极思想生根发芽，

歌曲创作也由此汲取营养，创作出《也是微云》《玫瑰三愿》《春

思曲》等作品。此外，中国艺术歌曲还注重展现社会背景与现实

生活，比如《卖布谣》《抗敌歌》等。

第二，旋律创作具有民族化特征。在中国艺术歌曲的旋律创

作中，同样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其一，广泛运用了五声音阶，

同时从民族音乐素材中吸收养分，尽管在作曲思想与技法上吸取

了欧洲的理念基础，但随着民族风的融合，使其更符合我国大众

的审美风格。比如《大江东去》中运用了昆曲独有的吟唱曲调，

还使用了民族化乐器江南丝竹表现尾腔，体现出高度民族化的特

征色彩。其二，艺术歌曲创作中还融合了彰显民族特色的衬腔或

衬词，或者引用了民族小调的独特节奏与旋律等。比如《草原夜

色美》就展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让人更轻易地感受到草原的气

息与美景。

第三，声乐表现具有本土化风格。中国艺术歌曲采用了本土

化的声乐表现形式，主要在于其歌曲本身在创作过程中具备本土

的气息、色彩与风格。因此，在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中，一方面

吸取了美声唱法的优点，另一方面也结合了我国的语言规律与民

族唱法，进而表现出中西结合的发声理念，不仅更加科学规范，

而且更容易贴合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风格，展现出歌曲的内涵与

情感特征，还能使声音更加圆润、通畅、优雅、灵巧，有效满足

我国大众的审美需求。

二、中国艺术歌曲的语言运用

（一）演唱中十三辙的运用

歌曲是作曲者与作词者创作的作品，但一首乐谱要想拥有完

整生动的音乐形象，还需要通过歌唱者的二度创作与演唱，由此

才能感动听者，展现艺术创作的魅力与美感。在中国艺术歌曲的

演唱过程中，“十三辙”具有重要的运用价值，其通过深入研究

汉语的音节结构，为歌唱者演唱歌曲提供了重要的语言发声指导。

首先是“怀来辙”与“灰堆辙”。这两“辙”属于窄韵，韵

尾以“i”的渐弱变化收紧，在收尾过程中要保持声音的轻巧短促，

控制发声位置靠后，避免发声过亮。比如《玫瑰三愿》中，“玫瑰”

二字均运用了“灰堆辙”，其二字韵母都落在“i”上，因此需要

在发声时控制口腔空间，避免因口腔大开而导致“gui”的音成为

“gu”。当然“怀来辙”与“灰堆辙”之间也有差异，后者在发

声时“i”的时长要更长一些，保持归韵时的字音部位，并且不能

回收气息，而要保持轻巧短促，避免出现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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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遥条辙”与“由求辙”。前者属于宽韵，需要将“a”

的音发响，同时通过嘴型收拢，将“a”的音逐步转向“o”，通

过减弱过程归韵，听到“o”音就要及时收声，从而表现出活泼、

俏皮的声音特征。后者属于窄韵，主要将“o”的音发响，通过双

唇用力，将“o”的音转向“u”，由此保持收音时的柔和感。

再次为“言前辙”与“人辰辙”。二者均属于“抵腭”鼻韵

母类型，分别以“an”和“en”作为收字归韵。在运用时应注意

此两辙均属于半开口音，口型张大时下巴自然用力，就会使声音

炸开；口型过小时，声音又会不够清晰。

然后是“江阳辙”和“中东辙”。二者均属于“穿鼻”韵母类型，

由后鼻音进行收字归韵。前者以“昂”音归韵，后者以“翁”音归韵，

表现出鲜明的“ng”音，要求后口保持张开，通过截气完成收声。

此外还有其他五种“辙”类。“发花辙”需要保持明确的字头音，

出声后则通过韵母“a”发响，没有字尾，通过截气完成收声。“梭

波辙”指的是含有两个主要韵母的发声，其一为包含韵母“o”的“波”

类，一般可以与“i”“u”等介母相连；其二为包含韵母“e”的“歌”

类，没有连接介母。在演唱过程中，“uo”“o”“e”等韵母的

汉字应迅速将音放在“o”或“e”之上，不收音且口型也不要收回，

通过嘬嘴打开口腔，并保持放松状态。“也斜辙”以“ê”作为

发响韵母，一般将“i”或“ü”作为介母。但是必须注意，当“üe”

与声母“jqx”相连时，“ü”需要简写为“u”。“姑苏辙”以“u”

作为发响韵母，无介母。演唱时需要保持嘬嘴，张开咽部，抬高

软腭，放低喉位，避免形成“中东辙”。“一七辙”以“i”作为

主要发响韵母，发声位置处于前端，需要较高的舌位发出窄母音，

以求音色明亮。

（二）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在语言和演唱技术上的运用——

以《钗头凤》《越人歌》为例

古诗词是我国艺术歌曲创作过程中的重要素材，因此古诗词

艺术歌曲在语言与演唱方面也展现出独有的特色与风格。比如在

《钗头凤》中，其语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于诗词本

身的艺术特征与规律。词中上阕开头便回忆了作者与前妻同游沈

园的别日风情。“红酥手，黄縢酒”展现了昔日美人把盏时的优

美姿态，描绘了一对金童玉女相伴相依的美好画面，“东风恶，

欢情薄”则突然转变话锋，将离别后的苦楚与离愁尽诉其中，而

后由三个“错”字将情绪递进，感慨这其中的悔恨之意。下阕则

采用了对照的形式，讲述了夫妻二人分开后的痛苦生活，并描绘

了二人再次重逢的画面，“人空瘦”简单三个字就展现了词人的

离别之苦，而“泪痕红浥鲛绡透”则展现了二人重逢后的愁思与

痛苦，最后以三个“莫”字收尾，似乎是词人连叹三声“算了罢”。

其二在于诗词的韵律结构。这首词的上下阕采用了相同的格律特

征，从“十三辙”来看，多用“由求辙”，比如“手、酒、瘦”等字，

都以“ou”或“iou”为韵母。同时，这首词上下阕各用了四个三

言短句，四个四言偶句，外加一个三字叠句，在上下阕的交替中

展现出怒音音节的突出性，充分展现了词人的凄痛心境。

通过分析《钗头凤》诗词语言的基本特征，可以确定其歌曲

风格具有情丝绵延、婉约忧郁的风格，因此在演唱时需要更注重

其情感的表现效果。一方面，气息是歌唱的基础，艺术歌曲应表

现出字正腔圆、美妙动听的声音效果，而这就需要歌唱者对歌曲

与歌词有充分的理解。比如此曲中“滕”“墙”等字中出现了七

连音的形式，而且连音前后都保持在非常近距离的位置，这就要

求歌者在保持气息稳定的基础上，表现出凄凉、“珠落玉盘”的

声音特性。在音量层面，需要歌者控制声音，以低沉叙事的角度

缓缓入情，最后达到情感高潮，透过“离索”二字将声音中的厚

重感与愤懑情散发而出，以此达到声与情交融呈现。

《越人歌》则与《钗头凤》具有较大的差异，其文本源于春

秋时期的民间诗歌，歌颂了跨越阶级与地域的爱情故事。在演唱

过程中，需要歌者从三个方面进行艺术处理。首先要掌握润腔，

尤其在处理“兮”“绝”“枝”等字时，可以采用上方小二度前

倚音进行润色。其次要掌握咬字细化，在 A 段中出现诸多“xi”音，

“兮”字作为古诗歌中的语气助词，同样在演唱时要以“一七辙”

展现。此外还应掌握气息的运用方法。比如“夕”字对应旋律为

向下跳进，那么气息应跟随旋律下沉，由此达到声音与旋律协调

的表现效果。

（三）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在语言和演唱技术上的运用——

以《玫瑰三愿》为例

自艺术歌曲在中国土壤上诞生以来，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作品。

由于艺术歌曲有着艺术风格的歌词，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氛围，

因此在语言与演唱技术上具有较高要求。比如在《玫瑰三愿》之中，

其歌词结构精致完整，展现出单二部曲式的特征。A 段以叙述内

容为主，旋律伤感柔情，让人回味悠长。第一句重复两遍“玫瑰

花”，为情绪酝酿提供了空间；“烂在碧栏杆下”一句，则透过

音程与节奏上的变化，展现出了玫瑰花应有的娇艳。第二段中的

内容则与第一段形成了反差，采用了六度大跳的方式，突出歌词

中描绘的柔弱女子吐露心声的急切之情。在演唱技术方面，则与《越

人歌》相似，其一要巧用气息，保持放松且令人舒适的感觉演绎。

其二要掌握混合腔体的运用技巧，一方面要巧妙调控声音的力度

与厚度，根据歌词情绪的递进关系逐步调节声音效果；另一方面，

混合腔体重视头腔与口腔混合，由此可以赋予声音一定的金属光

泽，更符合《玫瑰三愿》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诉求。此外，同样

需要注重咬字吐字，艺术歌曲的歌词表现极其重要，往往在字里

行间渗透着深层情感，只有将声音、词意、情绪与表演融会贯通，

才能表现出艺术歌曲的艺术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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