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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谭晶的演唱非常独特,她的唱法能够在民族、通俗、美声三种唱法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轻松自如。她将民族与流行的演唱唱法相

结合,形成了属于谭晶独有的演唱风格,在歌坛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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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晶唱法的分析 

谭晶曾在节目《我是歌手》中演唱的《九儿》,演唱收放自如,有力度,

真声音质扎实,高亢,这是原生唱法的特色；声音线条柔美细腻,并具有明

亮甜美的音色,高音集中,位置靠前,整首歌给人一种自然清澈的感觉,这

是典型的民族唱法音色；《九儿》的声音凄清婉转,力度的强弱转化的很有

规律,跟随歌唱的情绪进行转变,尤其是气息稳定与声音的连贯,极具穿透

力,这是美声唱法的特色；传情达意的口语化,演唱时多用咽口腔,近似日

常生活中说话的自然发声,这是通俗唱法的特色。这首曲目谭晶将民族、

美声、流行完美融合,丰富的嗓音层次,情感把控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听着

荡气回肠,浸人心脾。 

谭晶,国家一级演员,先后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1998届民族声乐专业

本科班、解放军艺术学院2006届通俗唱法专业研究生班,是中国第一个通

俗唱法硕士学位获得者。她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谭晶的父母喜欢“正统”

的歌唱路线,劝说她学习美声和民歌,所以谭晶在中国音乐学院系统地学

习了民族唱法,练就了扎实的声音技术功底。谭晶的声音功底非常好,能在

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三种唱法之间自由转换,运用自如,将民族唱法

与流行唱法相互结合,形成了高亢明亮、优美动听的独特演唱风格。 

2 谭晶歌唱中与三种唱法的联系 

在我国演唱方法主要分为：民族、美声、通俗(流行)三类,在民族唱

法中包括原生态唱法和民歌唱法。谭晶提取了三种唱法中有利于自身声音

塑造的因素,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2.1与民族唱法的联系 

民族唱法强调腰腹力量的支撑,要求上半身放松,口腔打开,提笑肌,

气息要平稳,与美声唱法相比,民族唱法的发音位置要靠前,咬字要清晰,

演唱时强调气息连贯、声情并茂。民族唱法的呼吸方法跟戏曲唱法相似要

求气沉丹田,平稳均 ,为了使声音集中,相较胸腔共鸣来说,更多地使用

头腔的共鸣。原生态唱法具有稳定的力度和宽度,真声相对要更多一些,

声线较为悠长、高亢,相对于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声音位置在前口腔。谭

晶的演唱更多的运用了民族唱法的发声技巧,无论是她的成名曲《在那东

山顶上》,还是深情、婉转的《远情》,都随处可见民族声乐元素的影子。 

2.2与美声唱法的联系 

美声唱法发声要更显自然,音色圆润、浑厚,听起来让人感觉很是舒服,

声音的穿透力相对民族唱法较强,演唱声区统一,并在转换过程中自然；力

度的变化会跟随情绪的起伏跌宕而发生变化。美声唱法需要真假声混合,

各个共鸣腔体共同作用,声音位置相对靠后。谭晶的声音初听与美声唱法

关系不大,但细品就会发现,她在演唱时声区的统一、喉头位置以及真假声

的转换,借鉴美声唱法演唱的技巧。 

2.3与流行唱法的联系 

流行歌曲的关系流行歌曲的 重要特征是表达情感,这要求使用流行

语言表达平民情感。它的演唱方法主要使用口咽腔,并根据歌曲的风格和

音高使用共鸣。谭晶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并且对流行的演唱方法有特别的

爱好。她在演唱中灵活运用流行的声乐技巧。谭晶演唱的 大特点是将流

行歌唱风格引入民族歌唱的主流因素,形成了她“民族中的通俗,通俗中的

民族”的独特演唱风格。 

3 谭晶唱法的独特风格 

谭晶演唱方法的特点是巧妙地运用了真假声的转换,表现出完美的泛

音效果。例如谭晶的《远情》,“Bel Canto,民族、通俗三合一”的演唱

效果。她的演唱方法利用声带的振动产生圆润,厚实的声音,充满弹性,因

此音色宽泛。为了实现完美的泛音效果,声带的主体需要进行均 的弹性

振动。谭晶深刻认识到泛音的本质和重要性。她致力于研究和分析,并学

会了巧妙区分真假声音的用法。真声占主导地位的低音区域,而假声则占

据了高音域的主要音量。在发出假声时,声带的边缘会承受较大的振幅振

动,因此声带的主体需要保持较小的振幅和高频振动。结果,将减轻声带主

体的负担,并且在低负载条件下,始终可以保持灵活,巧妙,平滑甚至弹性

的变化,从而使真实的声音泛音效果完美。例如,电视连续剧《走西口》演

唱的主题曲《跟你走》中“走西口,哪里是个头,走西口,不知命里有没有,

走西口。”这句,就完美的采用了真假声转换的方法,从低音到高音的阶梯

式演唱,谭晶充分发挥了声波的弹性振动优势。因此,频率范围越宽,声音

越扎实有质感,细腻,唱歌时就可收放自如。 

4 结论 

谭晶将三种不同的演唱方法结合在一起,在演唱水平上展现出声音的

强度,宽度和气息的稳定性,以及扎实的音质,优美而细腻的声音以及明亮

而富有弹性的声音效果。这些特征可以集中表现出来,实际上,这是在呼吸

正常,均 ,声带主体的弹性振动协调有序的前提下,达到的理想的真假声

泛音效果,从而形成谭晶所独有的演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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