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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规划教材：音乐欣赏（第2版）》为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规
划教材之一。
全书共分四章，从音乐多元化的角度出发，大量选用了体裁各异、风格多样的音乐作品，包括了民歌
、民族器乐、戏曲、曲艺等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的赏析，同时也涵盖了大量的中外艺术歌曲、歌剧、舞
曲、交响乐等大型音乐作品的赏析。

　　《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规划教材：音乐欣赏（第2版）》内容丰富，涉及广泛，除了可供
高职高专学生作为音乐欣赏的教材之外，还可供广大音乐专业工作者和业余音乐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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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民族唱法　　自从中央电视台1986年举办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开始设立美声、民族
、通俗三种唱法以来，我国声乐界就“民族唱法”的提法是否科学一直存有争议。
实事求是地说，从当今通用的民族唱法所涵盖的实际内容来看，在演唱曲目上，仅是指民族风格较强
的艺术歌曲或称创作歌曲，不包括民间歌曲、说唱（即有说有唱的曲艺）唱段和戏曲唱腔；在演唱技
法上，用的并不是传统的或原生态的民歌唱法，而是在继承民歌、说唱、戏曲的演唱方法和声腔特点
的同时又借鉴了美声唱法的某些技法，并且带有明显的学院派特点；在歌唱语言上，基本上是用现代
汉语语言及普通话语音来演唱的，很少使用方言。
因此，如果仅就演唱技法而言，将当今通用的民族唱法称为“现代民族唱法”或“中国现代唱法”更
为贴切。
　　当今通用的民族唱法，是一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有益尝试，也是较为成功的尝试。
它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创新成果，既传承了中华民族朴素自然、清脆甜美、柔和悦耳
、高亢明亮、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演唱特点和本民族特有的韵味，又拓展了音域，更加重视气息和
共鸣的运用、真假声的有机结合以及声区统一等，从而使音色更加丰满，艺术表现力更强、更丰富，
为民歌特别是民族风格的艺术歌曲的演唱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从技法上讲，当今通用的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最明显的不同点在于：喉咙打开度没有美声唱法大
，口腔发音部位比美声唱法靠前一点，具有一套独特的咬字吐字方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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