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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唱法中高位置的找法与运用
崔珂锋袁吴梦晶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0）
摘 要：在我们声乐学习当中，民族声乐的学生概率还是普遍比较多的，当然相对于美声学习的学生来说，还是有所不如，美声唱法

是从意大利传到中国的，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一种科学的发声方法，而民族唱法是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歌唱方

法。我国的民族唱法包括中国的戏曲唱法、说唱唱法、民间歌曲唱法和民族新唱法四种，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只是民族唱法当中的一种“民

族新唱法”，新民族唱法是在美声唱法之上结合我国民间音乐的元素、特点，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声方法，它跟美声唱法有着相同的气息运

用及发声的方法，不同点就在于我们今天所要说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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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是一门嗓音的艺术，如何用嗓是学习声乐最关键的问题所

在，美声唱法在于声音的通透，而民族唱法在于声音的亮度和位置。

在传统的教育教学当中，美声唱法是声乐的根基，我们所有的学习

开始都是以美声唱法为基础的。

1 新民族唱法的位置
1.1 什么是新民族唱法
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美声唱法基础之上，同时结合中国民间音

乐的元素形成的一种发声的方法，美声唱法的要求是要通，对位置

的要求不高，它主要是要求整体的状态一定要松弛，将喉头保持在

吸气位置的状态之下，胸、口、头三腔形成一个整体，丹田发力，呼出

气流冲击声带，经三个腔体完全、均匀的共鸣而产生的结实而又有

磁性的音色，它从声音的角度来说，是真声假声都要用到的，真假声

按照音的高低，混合起来用，从共鸣的角度来说，是把歌唱所能用到

的共鸣腔体都调动起来，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道的胸、口、头三腔，

将声音饱满的送出去。

1.2 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区别
民族唱法基本的发声状态和美声唱法是一样的，但是民族唱法

更对位置的要求会更高，它所需要的真假声混合比例中的假声运用

也要比美声唱法要多，因此他头腔共鸣的占比就会大，我们刚刚说

过了，美声唱法是通，而民族唱法是点，学习民族唱法最重要的就是

要找到头腔内的点，所有的发声都是围绕着点来的，头腔内点的高

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位置，所以民族唱法的声音更亮，更有穿透

力，而在塑造性及音域分区上又不如美声唱法。

1.3 日常学习中位置如何寻找
民族唱法的高位置主要是在与头腔共鸣上的点，而这个点如何

去找，在日常教学当中我经常会遇到学生这样问我，位置点如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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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口腔按照打哈欠时的状态打开，保持住这种

状态将上嘴唇和下嘴唇轻轻搭在一起，用我们的舌尖抵住我们的上

牙齿，顺着我们的上口盖往后滑，当我们的舌尖将要离开我们上口

盖的时候停止，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舌尖刚开始经过的一段是硬

的，在舌尖将要离开我们上口盖的时候的那一段是软的，在生理学

当中我们前面一段硬的叫做硬腭，后面软的一段叫做软腭，而我们

民族唱法中所说的高位置，就是硬腭和软腭相连接的这一段的软腭

位置上，我们将这个位置用力的往上拱起来，当我们要发声的时候，

丹田用力，上口盖以软腭为支点往下咬住声音感觉从软腭上发出

来，通过眉心送到远处，也可以将煮熟的鸡蛋放到嘴里，将嘴巴轻轻

闭上，将鸡蛋往口腔内含住，感受鸡蛋在上口盖上的位置，再将上口

盖往上抬起，尽量远高的离开鸡蛋，蛋清所碰到的上口盖位置就是

我们所要找的位置点，将位置点尽量的向上拉起，感觉在软腭上有

一个小的滑轮，气息是绳，小舌是轮毂，位置点就是我们所要拉的重

物，当丹田用力，气息下沉，绳往下拉，位置点拉高，形成良好的歌唱

状态。歌唱中音色的好坏是从口腔的张力里产生的，所有的字都需

要用口腔的张力来打开咬住，气息只是保持音色的基石，民族唱法

切记不能用气息去推动声音，丹田的力量和声音是统一时间出来

的，腰部用力，声音送出去，不能是顺出去的，声音要有抛物线的感

觉，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圆，声音从头腔抛出去，顺着地下回到头腔的

位置点，完成的一个循环；而气息的运行方式刚好和声音相反，气息

的通过上颚吸入到肺叶当中，经过整个身体，进入丹田，由双脚叹入

地下，向远处延伸在经过口腔上颚吸入到肺叶沉入丹田，形成一个

循环；气息和声音刚好经过身体，以口腔软腭为交点，形成两个相反

的循环，它和我们日常自然的运动刚好是相反的，它的声音是从软

腭位置点抛出去的，气息是经过软腭位置点叹下去的，所以在民族

声乐唱法当中，高位置是最为重要的。

2 如何运用新民族唱法的位置点歌唱
2.1 新民族唱法在日常学习中的运用
我们找到了高的位置点，怎么样去运用这个位置点呢，我们都

知道，我们要发声，肯定是靠我们的声带，没有声带我们就没有办法

发出声音，相同的，我们的气息只能吸到肺叶当中，气息不可能吸到

丹田之中，那我们为什么要说气沉丹田，不要用嗓子发声呢，其实这

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我们说不用声带发声，要往高位置去想，就会使

你的整个喉部放松，我们唱歌需要的是最自然的状态，最自然的状

态是哪种状态？有的朋友们就会问，其实最自然的状态就是我们平

时打哈欠的状态，当我们困了打哈欠的时候不自觉的发出的那个声

音就是我们最自然的声音，很饱满结实，很放松，而我们唱歌需要的

声音和这个声音不一样的地方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唱歌需要靠我们

有意识的控制住声音；气息的运用也是相同的，气息进入不到丹田

里，他只能进入到我们的肺叶，而我们所说的气沉丹田有是什么意

思呢？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整个肺叶扩张，而我们的胸腔又有肋骨保

护，无法向外扩张，这就导致整个的胸腔向下移动，压迫横膈膜，横

膈膜在我们身体之中又是一个倒扣的碗形，横膈膜向下运动，导致

腰部和小腹扩张，丹田鼓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气沉丹田，气沉丹田

所控制的就是横膈膜还原的力量；好的，气息和位置点我们都有了，

那如何运用气息搭上位置点来唱歌呢？首先我们在唱歌的时候要迅

速找到这个位置点，下巴保持不动，将上口盖往上打开，气息顺着上

口盖经过位置点在进入到肺叶当中，要吸到整个上口盖都感觉到

凉，保持住吸气的最高位置点，以这个点为基础向下咬字，就像张大

口咬苹果一样，切记不能带动下巴向上咬，下巴要始终保持下放的

状态，将字通过位置点发出声音，下巴要放松，在换字的时候要将位

置点的字上下拉长，口腔里面整个都是空的，上下张开的，整个口腔

上下打开的越大越好，口腔内壁崩的越紧越好，使它可以更好地将

声音反射到同一个点，产生我们想要的声音，需要注意的是，我刚刚

说到口腔上下打开的越大越好需要建立在你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不能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同时口腔里的力量要运用均匀，不能紧

绷下巴，下巴是造成声音发紧的最主要的问题，初学者经常出现的

问题就是下巴紧，解决掉下巴发紧的问题，就解决了声乐学习当中

的大部分的问题。控制好我们的整个口腔和横膈膜的力量利用横膈

膜还原的推动肺叶里的气息经过声带发声，将声音送到我们所找到

的高位置点，利用头腔的共鸣经声音通过眉心抛出去，形成自然、透

亮的声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唱法中的高位置的运用。

2.2 新民族唱法产生的意义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的文化传承及内含，文化的传承对于民

族来说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荣誉，它向社会展示了一个民族源远流

长，美声唱法是从西方传到我国的，属于外来物种，虽然我们经常说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是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那不是我们最

原始的文化传承，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民歌文化更是源远流

长，从 2000多年前的《诗经》，十五国民歌等等，都是我国古代人民
智慧的结晶，新民歌的产生是传承我国古代民歌的精髓，结合先进

的科学的发声方法，产生的一种更适合我国民众，更容易被我国广

大人民接受的一种新型的民歌题材，代表了我国新时代民歌的发

展，对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民歌唱法是一种适合我国民族文化的艺术唱法，

更能够体现我国人民在新时代的观点，更能体现我国文化的传承。

而此观点是在作者本人多年的教学、演唱实践当中的总结，只代表

这作者本人的观点，仅用以通各位业内人士讨论之用。如有不同观

点的，请予以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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