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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声唱法在纳西族歌曲中的运用与发展趋势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教务处副处长　和冬生

【摘　要】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５６个民族。当然，一提到中

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一般泛指的是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多指汉民族的文化。而在中国，其他５５个少数民族也

有着丰富的文化。而说到文化，就不难想象到多姿多彩的民族习俗，这里面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少数民族

的歌舞等直接体现本民族生产生活的形式。在云南就有２６个民族。当然也有着相当丰富的民族文化。本文

从笔者的专业角度出发，从纳西族声乐的发展来谈谈当代艺术手法与根深蒂固的民族艺术形式之间的碰撞，

即如今声乐领域的专业唱法在纳西族民歌演唱中的一些趋势。

【关键词】民族文化　美声唱法　民族唱法　纳西族音乐　碰撞　发展趋势

当今一句很流行并且运用很广的话即 “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很明白地诠释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更是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地位。“民族文化”，一个涵

盖了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的名词，所涉及的领域自然

也是很广的。往大了说，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民

族文化，地方有地方的民族文化。这些都跟一个词

“民族”有直接联系。

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民族众多，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５６个民族。当然，一提到中华

民族的民族文化一般泛指的是中华五千年的文化，

多指汉民族的文化。而在中国，其他５５个少数民族

也有着丰富的文化。而说到文化，就不难想象到多

姿多彩的民族习俗，这里面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少

数民族的歌舞等直接体现本民族生产生活的形式。

在云南有２６个民族，当然也有着相当丰富的民族文

化。以下，是我对比较熟悉的一些民族文化发展趋

势的看法与见解，从笔者的专业角度出发，从纳西

族声乐的发展来谈谈当代艺术手法与根深蒂固的民

族艺术形式之间的碰撞，即如今声乐领域的专业唱

法在纳西族民歌演唱中的一些趋势。

我为什么会想到以此为题材谈一些看法呢？这

个想法最早产生于２００６年纳西族歌手和艳丽参加

ＣＣＴＶ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本来参加青歌赛对于

一位歌手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但特别的是她用民族

语言、古老的民族曲调、美声唱法演唱参加了美声

组的比赛。当时在业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论。不过更

重要的是多数人肯定了这样的新兴手法，也就是把

当今主流的并且来源于西方的声乐手法运用在少数

民族的作品里面，并且得到了业内的肯定，这是一

次大胆的尝试，也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一般来

说，美声唱法主要用来完成国外的歌剧咏叹调等作

品；对于国内，是用来完成一些艺术歌曲。近几

年，越来越多的民族歌曲的演唱方法越来越美声

化，这就用事实很好地体现出了美声唱法的优越性

与科学性。

美声唱法又称 “柔声唱法”。它要求歌者用半

分力量来演唱。当高音时，不用强烈的气息来冲

击，而用非常自然、柔美的发声方法，从深下腹

（丹田）的位置发出气息，经过一条顺畅的通道，

使声音从头的上部自由地放送出来 （即所谓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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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美声唱法产生于１７世纪意大利的一种演唱

风格。其特点为：音色优美，富于变化；声部区分

严格，重视音区的和谐统一；发声方法科学，音量

的可塑性大；气声一致，音与音的连接平滑匀净。

这种演唱风格对全世界有很大影响。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是以传统欧洲声乐技术，尤其是以意大利声

乐技术为主体的演唱风格。在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

下，逐渐产生了歌剧，美声唱法也逐渐完善。

从美声唱法的定义及特征不难看出，这是一种

很有优势的歌唱方法，比如，非常自然、柔美的发

声方法，音色优美、富于变化，重视音区的和谐统

一，发生方法科学，可塑性大，等等。这些都是声

乐艺术所追求的。笔者认为这就是能把美声唱法运

用到少数民族的音乐里面的重要原因。再者，纳西

族是一个小民族，人口不足４０万，很少有人了解其

音乐特点。众所周知，像藏族、蒙古族等一些人口

较多的民族音乐早前就很出名，传唱得也比较广

泛。纳西族音乐有很强的特点，并且难度也不亚于

藏族曲调，发声的方法、音色等也是极具特点，细

腻而且婉转，富有民族特色。

到现在为止，有用美声唱法演唱少数民族原生

态的作品，却还不是很普及，笔者觉得主要原因有

以下几点：

第一，美声唱法是专业性很强并且难度很大的

一种声乐演唱手法，学习者需要很系统并且花费很

长时间去学习，学习过程也是以外国歌曲为主要练

习曲目。对于汉语的发音尚且还有难度，何况对于

少数民族语言。

第二，一般来说，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也

注重语言、曲调、发声方式等因素，并成为其主要

特征，很少会有人想到用其他的方法来演唱。

第三，美声唱法一般学习起来较为困难，能学

成的更是少数，依照经验，学成者一般走的都是按

照美声唱法约定俗成的套路，作品都是意大利歌剧

选段，或是后创作的艺术歌曲。能完成少数民族歌

曲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本身是少数民族的人更少。

第四，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少数民族的曲调

旋律一般都很有民族特色，并且要求原汁原味，当然

这就包括了语言、发音、显著特点等这些因素，但往

往这些很难驾驭，像藏族、蒙古族等的音乐元素广泛

地运用在创作歌曲当中，并广为传唱，一般都是本民

族的歌手演唱，顶多发展到民族唱法演唱。

笔者本人作为土生土长的纳西族，从小就喜欢

了解一些纳西族音乐的特点，并且从小受到熏陶，

比如在家里有各种红白喜事等，都会听到老人们在

一起吟唱，唱得最多的是 《谷气》 《窝么达》 《阿

里里》《阿里里格几拍》 （美丽的白云）等，在一

些山区，还有 《犁牛调》《窝热热》《栽秧调》《嫁

女调》《放羊调》等等很有特点又难度极大的歌曲。

这些歌曲小时候听着只是觉得各有各的味道，能听

出是喜是悲，仅此而已，现在从专业的角度来回味

这些曲调，一是难度极大，二是极具民族特色。

演唱纳西族歌曲有一个特色并且最为显著的唱

法，目前被称为 “抖喉唱法”。“抖喉唱法”在我的

印象里面就是 “纳西”唱法，是最具有纳西族民族

特点的元素，既用在喜庆的小调里面体现欢庆场

面，比如 《阿里里》，也用在悲凉的曲调里面用来

寄托哀思，更多的用在劳作歌里面，来描述各种劳

作场景。总而言之，生活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

能在各种曲调的 “抖喉”当中体会到。

这种极具特色的抖喉唱法很难拿捏，到现在，

我学得也还不是很到位。比如，纳西族著名歌手和

金花老师演唱的 《栽秧调》 《嫁女调》等，声音高

亢，音色清澈，换气毫无痕迹，一气呵成，被称为

天籁之声，民族味道鲜明。当然，这跟歌者的嗓音

条件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一点，也让我突然明白为

什么能用美声唱法演唱这样的原生态歌曲。美声唱

法的优势在于：音色优美，富于变化；声部区分严

格，重视音区的和谐统一；发声方法科学，音量的

可塑性大；气声一致，音与音的连接平滑匀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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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这些特点能够完成纳西族 “抖喉唱法”，正如

美声唱法里面最出彩的花腔女高音，利用歌者极好

的嗓音条件，通过完美的气息控制，游刃有余地用

超出一般音域的鲜亮高音诠释作品。由此，也让我

联想到了和艳丽老师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纳西族，

有一副极好的嗓音，因此她用美声唱法演绎出极具

纳西族特点的 《老谷歌》，这是一首改编自纳西族

民歌 《谷气调》的民歌，全曲紧紧围绕纳西族音乐

的特色，通过明显的哭腔和抖喉唱法，音域宽广，

加之歌者浓郁的纳西族元素，演绎出了堪称完美的

声乐作品，用美声唱法，用民族元素，很好地完成

了一次跨越性的演唱。

个人觉得，歌曲难度和美声唱法的优势这两个

因素刚好碰撞出了新的演唱趋势。

如今少数民族的民族元素日益被强大的汉族文

化吞没，包括语言、习俗等越来越被汉化，现如今

能够原汁原味地唱出纳西族原生态歌曲的人已越来

越少，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越来越不正宗，正

在慢慢地流失。在历史的趋势下，我认为像这样用

主流的演唱方法来保护并且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现

象会越来越多，并在将来的某个时期，有可能完全

取代本民族原有的演唱方法。说到这里，我也想到

了咱们云南目前有一支叫做 “小水井合唱团”的由

苗族农民组成的合唱队。他们现在用美声的方法演

唱各种合唱曲目，包括宗教和当地的民歌等。很明

显，在传教士还没有到当地的时候，他们民族肯定

也不会用美声去演唱歌曲，他们肯定有自己的方

法，但可以肯定不是美声。

回到纳西族的民族歌曲的传承问题，在艺术文化

不断飞速发展的今天，总有一天，我也相信各种主流

唱法 （美声、民族等）将会慢慢取代民族原有的唱法，

成为纳西族民歌的主要演唱方法，也许还会或多或少

地保留一些比如 “抖喉唱法”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唱法。

目前，像这样用美声方法演唱少数民族比较原

生态的歌曲的现象越来越多。我想，通过这样的方

法，能更好更快地让 “民族的”变成 “世界的”，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趋势。保留该有的特点，汲取更

科学的，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一些变化；保

留精髓，让它在历史的长河里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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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朗诵艺术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我们不难看出，朗诵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

艺术形式，是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和属性的。朗诵

艺术是一门优雅的学科，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艺术

传播方式，更是一种情操和修养。如今随着社会的

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们接受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层

出不穷，开始趋于速度化、数量化、浅显化。随着

社会竞争和社会压力的日益扩大，人们变得越来越

浮躁与不安，开始变得缺乏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构

建，人们对于欣赏和接收艺术的熏陶，开始缺少时

间和耐心，对于艺术审美的兴趣点和吸收方式也开

始逐渐在改变。作为一名该专业的指导老师，笔者

认为朗诵这门艺术需要得到传承、创新和发展，其

中应该思考得更多的是创新和发展。笔者希望通过

一系列的教学实践去探索新的方法，这种艺术形式

和其他艺术一样得到大众的热爱与欣赏，一样得到

那些非专业的人群的赞美和肯定，把它提升为一种

帮助大众提高审美水平的载体，成为帮助我们从热

闹走向丰富的精神食粮和艺术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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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还需绿叶扶

———谈陈劲松教授的钢琴伴奏艺术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音乐系系主任　侯静宜

【摘　要】陈劲松教授是当前云南省内首屈一指的钢琴艺术指导，透过他的琴声，可领略到他独具魅力的演

奏风格。本文以陈劲松教授所弹奏的一场音乐会为切入点，对其本人的钢琴伴奏艺术进行深度解析，这不

仅是对陈劲松教授在钢琴艺术指导领域所做的贡献的一次梳理，也期望引发广大同仁共同关注钢琴艺术指

导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陈劲松　钢琴伴奏　艺术指导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晚８点，一场中国艺术歌曲的

专场音乐会正在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上演，演唱

者是云南省青年男高音、云南艺术学院附艺校声乐

教师赵鹏程，担任本场音乐会钢琴伴奏的是云南省

青年表演艺术家、省级教学名师、云南艺术学院硕

士生导师、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院长陈劲松教

授。聆听完这场音乐会后，作者感慨颇多，这是一

场以中国艺术歌曲为主题、艺术水准极高的音乐

会。不仅演唱者赵鹏程老师的演唱技巧和艺术修为

令人夸赞，音乐会中更令人动容的是陈劲松教授的

钢琴艺术指导。或许在声乐音乐会上，聚光灯与鲜

花总是属于歌唱的人，却少有人关注幕后英

雄———钢琴伴奏，但对于一场成功的音乐会而言，

钢琴伴奏所发挥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在国外，

钢琴伴奏不仅仅是 “弹伴奏”，还是歌曲艺术风格

的引导者、把握者。因此，钢琴伴奏真正的名称是

钢琴艺术指导，令人欣慰的是钢琴艺术指导这一称

谓在国内已逐渐在使用，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

多的钢琴伴奏者亦将自己称作是钢琴艺术指导，而

究其真正水平却未必如此。陈劲松教授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优秀的钢琴艺术指导，在这场音乐会中，

他的艺术修为、钢琴伴奏的水平赋予了这场音乐会

活的灵魂。

一、这场音乐会的几个亮点

（一）曲目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在选择上是非常考究的，音

乐会共演出了１５首歌曲，分别为：

（１）《杏花天影》（宋姜白石词曲）。

（２）《春晓》（唐孟浩然诗，黎英海曲）。

（３）《阳关三叠》（唐王维等词，夏一峰传谱，

王震亚编配）。

（４） 《拾彩贝》 （樊帆、镇江词，樊帆曲，陈

虎配伴奏）。

（５～９）声乐套曲 《滇西诗抄五首》 （戴洪麟

词，丁善德曲）。

（１０）《祖国！永在我心中》（赵兰词，尚德义

曲）。

（１１）《思乡》（韦涵章词，黄自曲）。

（１２）《飞蛾》（黄建国词，许建吾改编，周书

坤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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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枫桥夜泊》（唐张继诗，黎英海曲）。

（１４）《怀念曲》（毛羽词，黄永熙曲）。

（１５）《黄浦江的梦》（贾立夫词，朱良镇曲）。

这些作品中有中国最早的艺术歌曲 《杏花天

影》，有现代作曲技术创作的 《滇西诗抄五首》，也

有诸如 《拾彩贝》这样听赏性较强的艺术歌曲。这

些作品有的讲求意境，如 《枫桥夜泊》；有的对声

音控制要求极高，如 《杏花天影》；有的要求演唱

者具有过硬的音乐素质，如 《滇西诗抄五首》；有

的作品浓缩了对人生的感悟，如 《飞蛾》；有的作

品音域宽广，如 《黄浦江的梦》；等等。可以说，

每一首作品的演唱要求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对表演

者提出了语言、文学、历史、音乐等诸多领域的底

蕴要求，演绎都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选择这些曲

目也体现了演唱者和演奏者本身的艺术修为和艺术

自信。

（二）曲目安排别具匠心

这套作品共分为三组，第一组为１～４首，第二

组为５～１０首，第三组为１１～１５首，这三组作品的

安排颇有意味。第一组作品中， 《杏花天影》 《春

晓》《阳关三叠》是三首古诗词的歌曲，旋律颇具

古曲的韵味，大多在专业院校的教学时使用；第四

首 《拾彩贝》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放在三首

古曲的后面，充分调动了音乐会的现场气氛。第二

组作品中，声乐套曲 《滇西诗抄五首》是一套现代

风格的声乐作品，这套作品大量运用了复合调式、

交叉调式，在这套贯穿无调性思维的作品之后，又

安排了一首主调作品 《祖国！永远在我心中》，深

情凝练的旋律把音乐会推向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第

三组作品中，一首近代艺术歌曲 《思乡》和一首古

诗词的歌曲 《枫桥夜泊》交叉于几首现代艺术歌曲

中，最后以一曲恢弘大气的 《黄浦江的梦》结束本

场音乐会，清新雅致而又不失激情澎湃。可见，组

织者在安排这些作品时，充分考虑了不同层次观众

的需求，融合了专业性和听赏性。

二、陈劲松教授的钢琴伴奏艺术特点

作为一场艺术歌曲专场的音乐会，钢琴伴奏亦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场音乐会的钢琴伴奏陈劲松

教授，不仅是一位著名的钢琴伴奏家，更是一名优

秀的艺术指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笔者有幸亲

历了这场音乐会准备的全过程，从歌曲的选定到无

数次的合伴奏过程中，与歌者一起分析乐曲的情感

处理，甚至在演出现场对作品进行讲解，直至最后

与歌者一起圆满完成了这场音乐会，陈劲松教授高

超的伴奏技术，尤其是对音乐艺术精准的把握、深

厚的艺术修为令人敬佩。他是音乐情感的引导者、

带动者、解读者。他对歌曲有着更为深刻、独到的

理解，甚至有来自于人生哲理层面的解读。在音乐

会结束的第三天谈及这场音乐会时，陈劲松教授曾

这样说：“《杏花天影》是一首恋情诗，但最后写景

的两句， ‘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

极其幽独凄冷，词人的自问已近一种哲理的探讨；

《春晓》一曲，歌词内涵深刻，表达了作者由最初

青春年少时的 ‘懵懂’ ‘不知’到自以为 ‘知天

下’，最后历经风雨，不免感叹人生难料，而发出

了 ‘花落知多少’的人生设问；《阳关三叠》是互

为知己的友人，离别时把酒言欢，是一种离别时

‘大悲无泪、大悟无言’的大爱境界；《拾彩贝》在

对往事的回忆中，‘物是人非’的人生感叹油然而

生，正所谓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

虽说红花还需绿叶扶，但陈劲松教授的伴奏绝

非一个 “扶”字了得，可谓 “绿叶接红花，辉映绥

安道”，是绿肥和红瘦的关系，是万绿和点红的关

系，二者共同构成了姹紫嫣红的动人春色。他的伴

奏，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伴奏富于带动性

很多伴奏者，演奏仅停留在一个 “伴”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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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伴奏应当 “跟”着演唱者 “走”。笔者认为，

这从思想根源上就错了，作为一名钢琴伴奏者，尤

其是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不应当只是充当伴奏的

角色，更是整个音乐的引导者和带动者。

陈劲松教授的伴奏，时而富于激情，时而含蓄

内敛，该强则强，该弱则弱，积极担当了音乐情绪

的铺垫、引导、转换和收束的任务，这是一种积极

的状态，他的伴奏赋予了钢琴伴奏 “鲜活”的

灵魂。

（二）伴奏富于色彩性

如果说钢琴的声音也有颜色的话，那么我想力

度变化是营造不同色彩的重要因素。在 《杏花天

影》这首歌曲中，乐曲开始、中间以及最后结束处

的钢琴伴奏力度频繁变换于 ｍｐ、ｐ、ｍｐ、ｐｐ、ｐｐｐ，

陈劲松教授弹奏得非常有层次，把弱的音量进行各

种变化，功底非同一般，极弱时已然达到了 “野云

孤飞，去留无痕”的境界。

（三）伴奏具有交响性

这里笔者想用交响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伴奏音色

具有立体的层次区别。 《枫桥夜泊》这首歌曲，钢

琴声部音域最宽时已达六个八度，用到了钢琴绝大

部分的音，如此宽广的音区，让这首作品更具明显

的交响性特征。除了作品音区具有的交响性特征以

外，极具 “写意性”的伴奏声部，不仅横向上力度

变化频繁，纵向上的力度也有微妙的对比，形成了

丰富的立体音色。中央音乐学院李光伦教授在聆听

完本场音乐会之后，认为 “陈劲松教授的弹奏是我

听过的有史以来最美的钟声”。李教授的评价是多

么精准，的确，在这首歌曲中钟声是很重要的一个

音乐要素，它自始至终贯穿全曲，开始时钟声由远

及近，结束时由近及远，钟声一直在我们耳边，远

远的，就那么一直响着，在这个音响之上，同时叠

加了不同强度、不同音色的旋律声部，这些旋律时

而如流水，时而如木鱼之声，时而似古筝，时而似

洞箫，一幅有皓月当空的夜景图刹那间浮现眼前。

而这首作品除了需要伴奏者对演奏力度的把握精准

外，也需要伴奏者丰富的音乐想象力和高深的音乐

修为，我想这首作品已然让陈劲松教授的伴奏出神

入化。

总之，作为艺术歌曲，伴奏与演唱是不可分割

的两个部分，二者共同塑造艺术形象，完成整个音

乐传达的过程。听过很多场音乐会，有的钢琴伴奏

者仅仅停留在 “弹伴奏”的层面，缺少一种 “主动

引导”的精神；而有的伴奏者对作品理解得不够深

入，与演唱者的表达出现 “断层”，配合不佳，作

品诠释得不够完整，令人遗憾。但这场音乐会是笔

者聆听过的最具艺术表现力的一场音乐会，不仅来

自于演唱者和伴奏者各自的艺术功底，也来自于双

方绝佳的配合。从配合的技术上看，可谓天衣无

缝；从艺术效果上看，音乐此起彼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真正达到了艺术的高度 “统一”。

这是一场闳约深美的音乐会，艺术性、文学

性、思想性极高，这场音乐会是诗韵与律韵的融

合，是人声与器乐的二重唱，是抒情与音画的交

织。如今，云南钢琴艺术指导的道路刚刚起步，但

笔者坚信，在陈劲松教授等诸位钢琴家的带领下，

云南钢琴艺术指导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为云南声

乐表演艺术、理论研究等姊妹学科添砖加瓦。

（上接第２４页）

乐，特别是民间小调的演化总是随着地域特点、政

治、经济的发展而流变，昆明情调在昆明地区城市

化进程中不断发展、更新，其音乐审美语境也随着

时代的变化日新月异。

对于民间音乐的探讨，应该是动态的，民间调

子音乐作为一种音乐文化的体现，应当在与时俱进

的音乐语境中不断追寻其音乐意义的不同及音乐价

值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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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作曲家晓耕合唱作品的创作特点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音乐系　黄海航

【摘　要】云南省著名作曲家晓耕在西方合唱作品的写作基础上加入了中国民间音乐的特殊色彩，从而创作

了具有中国音乐元素的合唱作品，这是至今国内极少的创作风格。本文从对作曲家晓耕合唱作品的创作特

点出发，对其主要作品的排练要点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晓耕　合唱　创作特点

当今新音乐潮流滚滚而来，合唱事业更是发展

得如火如荼，其优美多变的人声音色、丰富的表现

力、对作品背景的烘托以及对气氛的渲染等特点，

令作曲家欲罢不能，听众喜闻乐见。

“我是一个为音乐而生的人，如果不做音乐还

真不知道能做什么。”这是晓耕老师在接受一次采

访时所说的。自２０１２年３月初，笔者作为云南艺术

学院文华学院音乐系合唱团的一名成员参加了第四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云南省剧目 《云岭天

籁》的演出排练，在排演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本剧目

的音乐总监著名作曲家晓耕和本次比赛合唱指挥云

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院长陈劲松教授的细心指导，

这令我感触很深，收获很大。因为有了这次难得的

学习与演出机会，我对 《云岭天籁》这部独特的、

充满民族色彩的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歌舞集有了更

深的理解，也因此更加关注作曲家晓耕及其合唱作

品。目前，关于合唱的创作与训练的文献比较丰

富，然而对作曲家晓耕合唱作品的创作特点研究的

文章以及文献等极少。一个想法令我激动不已：

“我为什么不把这次排演的收获记录下来，整理成

文？”这就是我选择该论题的直接原因。

一、晓耕的工作经历与主要艺术成就

晓耕，原名刘晓耕，云南籍著名作曲家，１９５５

年生于中国云南。现任云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名誉院长，中央音乐家协会

会员。

刘晓耕于１９７８年考入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师

从赵宽仁先生学习作曲。１９８２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曾多次以客座教授身份出访美国、日本、菲律宾等

多个国家。１９８５年，大型民族轻音乐 《长刀祭》被

云南省政府作为礼品赠送给英国女王；２００８年至今

多次参加组织、策划、培训云南选手参加全国青年

歌手电视大奖赛，并取得优异的成绩；在中共云南

省委宣传部主办、云南电视台承办的第四届云南省

青歌赛，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云南省

委、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第八

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合唱比赛中，担任评委工作。

主要作品集有： 《江之歌》、晓耕合唱作品集

《云南回声》、大型舞台剧 《山水天地人》、大型音

乐舞蹈诗 《傈僳人》、话剧 《黑白祭》、大型情景歌

舞 《香格里拉记忆》、大型民族歌舞剧 《舞彩云》、

大型舞剧 《母亲河》、大型民族舞剧 《泼水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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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音乐作品集。

二、晓耕合唱作品的创作特点———以混声

　　作品 《水母鸡》《想你是挝乐》为例

（一）《水母鸡》《想你是挝乐》简介

“水母鸡”学名水黾 （ｓｈｕǐｍǐｎ），是一种拇指

般大小、黑色的小昆虫，它们生活在稻田里和水塘

中，善浮水，会爬行，能飞翔。在云南省文山州的

一些壮族村寨里，孩子们喜欢把它捉来捧在手里嬉

戏玩耍，并在玩耍时吟唱一首流传久远的童谣 《水

母鸡》。晓耕老师最早接触到 《水母鸡》这一曲调

是在一次本科招生的时候，一个落榜的考生找到了

他，并为他演唱了这首壮族民歌 《水母鸡》。晓耕

老师专门请这位学生的父亲牟洪恩 （编词作曲）到

他家中演唱，并把曲调记录下来，通过该学生及他

父亲，了解到了这首作品的歌词大意是： “水母鸡

游啊游，你莫飞上天，莫要去很远，就在咱壮乡，

就在田里边。”之后晓耕老师把它改编成了童声合

唱。在这首合唱写完之后，晓耕老师去采风，当地

一位年过八旬的壮族老人也唱了一首 《水母鸡》。

晓耕老师听完后发现这和自己合唱中采用的曲调竟

然为同一个！但是歌词和表达的意思却差异很大。

这位老人唱的歌词大意是： “水母鸡在我的手上，

它往哪边飞，飞到东边我就要嫁到东边。”原来在

当地听到的这首民歌 《水母鸡》是和婚嫁有关的。

因为这一曲调有不一样的歌词解释，又逢青年歌手

大奖赛，晓耕老师受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委托把 《水

母鸡》改编为混声合唱。童声合唱与混声合唱这两

个版本在作品的曲式结构以及乐曲曲调上并没有多

大的调整，只是声部上做了微调，而演唱出的味道

却截然不同。

彝族人民常用载歌载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

的情感，自娱性成分较多，多半是群众舞蹈，模仿

动物或劳作时的情景，这也就是彝族男女双方示爱

的一种方式。挝乐 （挝罗），彝语是跳舞的意思。

“挝”的汉语发音念 “抓”。从音像资料到现场观

看，深入了解后我们不难发现彝族人民所跳的舞步

之中有大部分是由古代传承下来的，有一部分是由

后人改编而成。这种表达方式最初只限于男女之

间，现在被拿到了大庭广众面前，一支缠绵的彝族

情歌被唱成了火爆的流行歌曲。

《想你是挝乐》是一首委约作品，无伴奏合唱。

晓耕老师根据 “烟盒舞”单声部音乐，运用 “民族

音乐元素的裂变、重组”的创作手法进行二度创

作，将单一的曲调改编为合唱的形式，使其更加富

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更加富有生命力，使该作品达

到合唱本身所要表达的艺术形式。

（二）作品的灵魂———主题旋律

晓耕老师的作品中具有浓郁的云南民族特色，

这与身处在民族聚居的环境是分不开的。这给地道

的云南人晓耕老师提供了一个非云南籍作曲家无法

拥有的创作源泉。他认为一首作品必须具有灵魂，

这样才能让听众熟记于心。晓耕老师所指的灵魂就

是该作品的旋律部分，晓耕老师把旋律放在了作品

重中之重的位置，他的每一首作品都有一条非常动

听的旋律线。

例１　 《水母鸡》

这一主题旋律成为整首作品的核心，由这个核

心分裂成无数的分支，充分表现出该作品的生命力

以及民族特色。

例２　 《水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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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声四部合唱具有音色丰富多彩的特点，有较

强的艺术感染力。在这一个主题的基础上，晓耕老

师通过改变节奏型以及对旋律的纵向和弦进行加

厚，如此创作让整个画面感更加强烈。这一段加厚

以后的主题旋律表现了 “水母鸡”在云南省文山州

的一些壮族村寨的稻田里和水塘中自由自在地生活

着，更加充分地描写了 “水母鸡”与自己小伙伴在

开心玩耍的场面。

（三）作品的经脉———作曲法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晓耕老师开始尝试运用

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创作合唱，具体方法是：①采

样；②记谱、分析、研究；③揉碎、重组、再造。

根据一系列的创作手法创造出崭新而又不失原有民

族特色的音乐，晓耕老师将此创作手法称之为 “元

素作曲法”。

例１　 《水母鸡》

晓耕老师在指导合唱团排练 《水母鸡》这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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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时候曾说过：“这首作品要求音头特别突出，色

彩明亮，最重要的是要合唱创作的突破，要有现代意

识。”晓耕老师在整首作品的开头运用了大二度与增

四度，这两个充满撞击音响效果的音程充分体现了本

作品的特有韵味。这是整首作品的引子，无调性，刚

开始的音乐由两位女高音声部领唱，第一个小节中出

现的降Ｂ—Ｃ构成了一个大二度，大二度是极其不和

谐的一个音程，但是在这一作品中却取得了意想不到

的效果，这一个音程出来的时候就犹如在听众面前拉

开帷幕，一幅清晨田园画卷就出现在听众面前。第三

小节中出现的 “次次七切儿”是 “水母鸡”第一次

登台，慢慢从水中伸出小脑袋，“大” （弹舌）是一

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所以这里要求弹舌的音量要适量

地加大。“水母鸡”受到了惊吓以后立即躲回水中，

这时候用了 “作作”来描绘它躲回水中的情景。第

四小节 “水母鸡”再次出现的时候就显得更加小心

了，所以第四、五小节的速度要明显比第三小节缓

慢。从第六小节至第十小节，这里是由慢到快的处

理，“水母鸡”在受过两次惊吓后再次出现，继而出

现了一只又一只的 “水母鸡”。这一段特别要注意短

促以及弹跳性。演唱过程中Ａｌｔｏ与Ｂａｓｓ两个声部需

要带着气声去演唱，后半部分气声减少。第七小节中

出现的 “喳咛喳”是 “水母鸡”的壮语，这是构成

整个作品的元素，就像一棵大树可以长出各种枝脉，

但树根是不变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特征是腔调，在

演唱过程中吐字等极其重要，这也是构成晓耕老师合

唱作品独特性的重要标识。接下来从第六至第十七小

节的歌词中 “次次七切儿”“唑唑喳唑”“咛咛喳咛

喳咛喳”，我们清晰地看到了 “水母鸡”的出现以及

它们的怪异性及其不规则的体貌特征，重复出现的歌

词就好像 “水母鸡”在召唤它们的小伙伴一样，最

后越来越多的同伴不约而同地出来，形成了热热闹闹

的嬉戏场面，最后整首作品的引子在笑声中结束。这

里涉及指挥手势的 “对比”原则，如 “点与线”“跳

与连” “松与紧”。因此，指挥的手势非常重要，不

应拖泥带水，给合唱团带来错误的引导。

（四）作品的骨骼———音高、节奏

无伴奏合唱是最原始的合唱艺术形式，也可以

作为衡量一个合唱团艺术水准的标准。晓耕老师的

合唱作品中，有一大部分属于无伴奏合唱。在合唱

排练的过程中，我们都应重视训练方法，在混声、

童声或者同声合唱排练中都应该采用直声去歌唱，

为了保证合唱音准的绝对正确，必须强调合唱团用

直声演唱。无伴奏合唱的训练更应该如此。“节奏”

是指音在交替进行过程中形成的时值上的相互关

系，是一种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音的长短关

系。每一首作品中，音高和节奏都有着密切的联

系，想要控制好音高、节奏是具有较高难度的。节

奏的训练方法五花八门，个人觉得最好的训练方式

就是以 “慢”为主，把复杂、快速的节奏型拆开慢

速练习，有一定的成效以后可以尝试提速练习。

下面我将举例对其中一首无伴奏作品 《想你是

挝乐》的音准以及节奏两个方面做简单的排练

分析。

例１　 《想你是挝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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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舞蹈的基本动作的动律就是抬跳步，是支

撑整个舞蹈组合的主要基本元素。基本体态是双手

背在腰上，左脚半脚尖轻轻靠在右脚大拇指内侧，

身体方向是拧身，动律由颤膝带动。 “烟盒舞”节

拍特点有 ２／４、４／４拍。从 ７６～８３小节的 Ａｌｔｏ与

Ｂａｓｓ两个声部的节奏型中我们不难看出，晓耕老师

通过 “烟盒舞”的舞步来设计整首作品的节奏型。

８４小节到８９小节运用了轮唱的改编手法，男女声

部一唱一和，根据视频资料以及现场的观摩，可以

确定晓耕老师是以彝族舞蹈演员的舞蹈动作为依据

对这部分的节奏型进行设计的。９０～９２小节运用了

声部叠加，以求整首乐曲结束在最高潮。

对于大部分合唱团成员，８４～９２小节这部分的音

准比较难，我们可以采用 “构唱”的方法去寻找小节

与小节、声部与声部之间的固定关系。我们先在降Ｂ

大调的音阶上去演唱８４～８９小节，把８４、８５分为第一

部分，这两个小节中Ａｌｔｏ与Ｔｅｎｏｒ两个内声部的音高

是一样的，Ｓｏｐｒａｎｏ与Ｂａｓｓ两个外声部是纯八度关系；

８６、８７小节为第二部分，第一个部分四个声部整体向

上移高一个纯四度就构成第二个部分；８８小节为第三

部分，Ｓｏｐｒａｎｏ与Ｔｅｎｏｒ两个高音声部是一样的，而Ａｌ

ｔｏ声部就要根据Ｂａｓｓ声部所演唱的音高向上移高一个

大二度；８９为第四个部分，第三个部分的四个声部整

体向上移高一个大二度就构成了第四个部分；９０～９２

小节为第五部分，第五部分我们要运用Ｃ大调音阶来

演唱，以Ｂａｓｓ声部为根据向上移高一个纯五度找到

Ｔｅｎｏｒ声部，以Ｔｅｎｏｒ声部为根据降低一个纯四度找到

Ａｌｔｏ声部，以Ａｌｔｏ声部为根据向上移高一个纯五度找

到Ｓｏｐｒａｎｏ声部。

在演唱这一部分的时候切忌气息上浮、气息无

力、情绪亢奋、情绪低落，出现以上四种情况会造

成音高的偏差。因此，指挥要在排练和演出时保持

同一高度手势，如果在演出中突然变换手势，就会

破坏整个合唱队的音准。

（五）作品的血液———民族方言

民族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

域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

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语言、文化、

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

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

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创作或者改编民间音乐的

时候，民族背景文化、语言等至关重要。晓耕老师

在自己的合唱作品中民族方言往往会贯穿全曲，这

与各民族中 “歌声出口，衬腔 （词）随之”的特点

有着紧密联系。在作品中加入民族方言是各族民间

音乐陈述思维、表达情意的一种创作特点，也是各

族民歌不可忽视的特色之一。

例１　 《想你是挝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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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人民常用载歌载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

的情感，这一个主题是由男女两个声部通过对唱的

形式来完成的，晓耕老师采用这种形式以求得这一

特色更加具有画面感，这也是彝族男女双方示爱的

一种方式。

（六）作品的肌肉———人声表现力

本科四年中我所主修的是声乐专业，一直以来

我都在摸索着一个问题： “我们的声音归根到底可

以干吗？它的力量有多大？”这给我往后的合唱团

排练中提供了不少帮助，因此在执排晓耕老师的合

唱作品时，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怎么样要

求、应用合唱团的声音去表现作品原有的特色？怎

么样才能够把人声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在对这

一部分写作之前我阅读了关于晓耕老师合唱作品研

究的文章并熟读了晓耕老师的部分合唱作品总谱。

混声合唱 《水母鸡》的编创过程，体现了一个创新

的过程，在保持传统合唱的写作基础上，大量巧妙

地运用现代合唱的写作手法，从人声的器乐化、节

奏化、音响化、音色化、行为化等方面做了大胆的

尝试，晓耕老师希望这种尝试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结合陈劲松教授与杨磊老师的研究成果，我

将对人声的器乐化、节奏化、音响化、音色化、行

为化逐个简单举例分析：

人声器乐化：根据字面上去理解我们很容易会

被带入误区，人声器乐化突破传统意义合唱的写作

规律，简单来说就是曲式的调式、调性、伴奏织体

以及和声复杂化了，在音域方面已经大大地超越了

传统合唱作品的演唱音域。

人声节奏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话并没有

固定的节拍模式，根据节拍的轻重强弱特点，用固

定的节奏型利用人声模仿出生活中无常的对话特

点，这是在传统创作基础上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人声音响化：用人声模拟自然界各种音响。如

模仿水声、弹舌、打嘴皮 （俗称 “打嘟”）、吹口

哨、实物撞击声音、各类伴奏乐器音响效果等。

人声音色化：打破传统合唱的声音概念，更多地

运用民间音乐原生态音色，产生新的合唱音色，形成

新的合唱形式，也就是民间原生态合唱形式。

人声行为化：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经常发出

的声音运用到合唱作品创作中，如哭、笑、呐喊、

吆喝、叹气等。

例１　 《水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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