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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ge singing of Mongolian chieftain tune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study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ongolian music culture, Mongolian long tune has unique artistic charm and cultural value. In the stage 
performance, how to fully displa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m of Mongolian chieftune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researchers and 
performers pay attention to.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m of the Mongolian chieftune performance by discussing 
stage arrangement, performance skill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 stage singing of the Mongolian chieftains is not only a form 
of musical performance, but also a way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ommunication, which allows the audience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and promotes th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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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蒙古族长调舞台演唱是研究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领域。蒙古族长调作为蒙古族音乐文化的代表，具有独特的艺术魅
力和文化价值。在舞台表演中，如何充分展现蒙古族长调的特色和魅力，是研究者和表演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论文通过探
讨舞台布置、表演技巧和情感表达等方面，分析了蒙古族长调表演的特色和魅力。蒙古族长调的舞台演唱不仅是一种音乐
表演形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交流的方式，可以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
的交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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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日格格（1999-），女，蒙古族，中国内蒙

古赤峰人，在读硕士，从事音乐（长调演唱）研究。

1 蒙古族长调舞台演唱源起

蒙古族长调舞台演唱的源起，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

当蒙古族的祖先们从额尔古纳河两岸的山林地带，向着蒙

古高原迁徙时。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使得他们的生产方式也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狩猎业逐渐转向了畜牧业。这种生

活方式的转变，也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长调的诞生和 

发展 [1]。

1946 年内蒙古文工团成立，因此先后培养了专业长调

的奠基人哈扎布、将长调第一个带上国际舞台的宝音德力格

尔、专业长调教育的奠基人昭那斯图等优秀的艺术家们。说

起蒙古族长调舞台演唱，我们不得不想到蒙古族长调国家级

传承人莫德格，她是共和国首位专业舞台长调演员。在辽阔

的蒙古高原上，人们骑着马，驱赶着牛羊，在广袤的大地上

游牧。蒙古人的生活与大自然息息相关，每一个节奏，每一

次起伏，都被深深地刻印在蒙古族人民的音乐之中。长调，

就是这种游牧文化的结晶，它充分地表现了蒙古族人民的内

心情感和对大自然的热爱。长调的舞台演唱发展历程充满了

曲折和变化。对于莫德格个人来说从平平无奇的牧民成为专

业舞台演员，也是她的演唱从草原、马背上唱到了舞台，成

为新时期专业舞台资源。慢慢地登上专业舞台走进艺术院校

蒙古族长调成为专业音乐资源，艺术院校也有了长调演唱专

业，如今我们在专业舞台上唱着长调民歌来自身保护和延续

这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狩猎歌曲曾是蒙古族音乐的主导

形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长调逐渐取代

了狩猎歌曲的地位。长调的兴起和发展，与蒙古族人民的生

活方式、思想情感、艺术审美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最

终，长调成为蒙古族音乐的典型风格，并对蒙古族音乐的其

他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过去，长调的舞台演唱伴奏以马头琴为主，在音乐

院校中以钢琴伴奏为主来舞台演唱。如今，长调舞台演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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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琴团、扬琴、大马头琴、古筝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乐队伴

奏来丰富长调舞台演唱。因此，蒙古族长调其独特的魅力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艺术家和学者。它不仅代表了蒙古

族音乐的高度发展水平，更是世界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

2 蒙古族长调舞台演唱特征

论文对长调民歌《辽阔的草原》舞台演唱上做分析，

这首歌曲的难度极高持续的上滑音较多，因此在长调比赛当

中也是广泛演唱的一首歌曲。我们常常在大比赛或者舞台演

出上听到这首歌曲。《辽阔的草原》广泛流传在巴尔虎草原

和锡林郭勒草原上，长调艺术大师宝音德力格尔老师的代表

性曲目之一。在 1955 年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

年联欢节上唱《辽阔的草原》《海骝马》荣获金奖成为内蒙

古长调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她是唱着《辽阔的草原》将蒙

古族长调首次带上国际舞台的人。《辽阔的草原》谱例如图

1 所示 [2]。

图 1 《辽阔的草原》谱例

2.1 旋律部分
《辽阔的草原》这首歌曲的旋律就像一条绵延不绝的

河流，从高亢的巅峰跌宕起伏，流淌到深沉的低谷。它以宽

广的音域和悠长的旋律线条为特色，给人一种无比开阔和奔

放的感觉。这种旋律的构造，源自蒙古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

畏与热爱。《辽阔的草原》的旋律中，音程跨度很大，无论

是高亢的上行音阶还是深沉的下行音阶，都表现出了蒙古族

人民对草原对生活的独特感悟。这些大跨度的音程，如同大

自然中的山川河流，跌宕起伏，错落有致，给人一种强烈的

视觉和听觉冲击 [3]。这种旋律的构造，还体现了蒙古族人民

对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都蕴含着深

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它们是蒙古族人民对生活的赞美，对

大自然的敬畏，对历史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许。

2.2 演唱技巧
这首歌曲的演唱技巧独特，难度极高，需要深厚的艺

术功底和精湛的演唱技巧。需要掌握一系列复杂的技巧，如

呼吸控制、声音共鸣、音色变化、装饰音和波折音的处理等。

这些技巧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和不断地实践才能掌握。

特别是在处理装饰音和波折音时，演唱者需要表现出

高度的音乐感和精湛的技艺。装饰音和波折音是长调演唱中

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它们以灵活多变的旋律和节奏处理方

式，使得长调的旋律更加华丽、丰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演唱者需要通过灵活的嗓音控制和精湛的演唱技巧，将这些

装饰音和波折音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展现出长调的独特魅

力。这种独特的演唱技巧，使得长调具有一种高亢、奔放的

声音，能够深深打动人心。长调的演唱声音高亢激昂，奔放

豪迈，充满了力量和激情。

2.3 节奏及内容
像这首《辽阔的草原》一样大多数长调民歌节奏自由、

舒缓，给人一种从容、悠然的感觉。这种自由的节奏，使得

演唱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情感和气息来掌控演唱的速度和节

奏，从而更好地表达出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在长调的演唱

中，节奏的掌控是非常重要的，演唱者需要通过自身的感受

和情感，灵活地运用节奏的变化来表现歌曲中的情感和意

境。这种自由的节奏也让长调具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和魅力，

使得它成为蒙古族音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形式之一。

长调的内容往往与草原生活息息相关，充满了浓厚的

草原气息。它描述了草原上的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

云等生活场景，让人仿佛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之中。这些描述

草原生活的元素，使得长调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能够

吸引众多观众的喜爱。在长调的演唱中，这些元素的描述是

非常重要的，它们不仅表现了蒙古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同时也展现了长调独特的艺术魅力。

2.4 情感表达
长调的情感表达深刻而真挚，它不仅仅是对某种情感

的简单抒发，更是一种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

学和艺术的综合感悟。这种感悟深入到歌曲的每一个音符、

每一个旋律，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它们是蒙古

族人民对生活的赞美，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历史的记忆和对

未来的期许 [4]。

长调作为蒙古族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其情

感表达也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不仅在于它那开

阔、奔放的旋律，还在于它那高亢、激昂的声音，更在于它

那深刻、真挚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表达让人感受到蒙古族

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也让人对他们的历史

文化产生更深的共鸣。长调的情感表达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表

达，它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一种对整个民族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这种文化表达使得长调具有一种深沉的艺术

魅力，能够打动人们的心灵。长调的旋律能够感受到蒙古族

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这种深刻的情感表达让

人难以忘怀。

3 蒙古族长调舞台演唱情境

在舞台表演的认识下笔者认为蒙古族长调民歌可以从

舞台布置、表演技巧、情感表达等方面展开蒙古族长调舞台

演唱。

3.1 舞台布置
舞台布置是蒙古族长调表演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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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营造出具有蒙古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环境，为观众带

来更加生动的视觉体验，从而增强表演的感染力。在舞台布

置中，应充分使用马头琴、蒙古古筝等蒙古族传统乐器，这

些乐器不仅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代表，更是蒙古族文化的重

要符号。通过在舞台上布置这些乐器，可以营造出一种浓厚

的蒙古族文化氛围，让观众感受到蒙古族传统音乐的魅力和

独特性。

还可以布置具有蒙古族特色的装饰元素，具有浓郁的

民族特色的装饰将其布置在舞台上，可以让观众感受到蒙古

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点。例如舞台上唱潮尔道的时候

演唱者通常会举哈达演唱来表达对文化的尊重，更是这样的

舞台布置能够为观众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他们仿

佛置身于辽阔的草原之中，感受到蒙古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同时，这样的舞台布置还能够让观众更

加深入地了解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

和艺术等方面，从而对蒙古族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增强表演的感染力，充分展现出蒙古族长调的独特魅力。

3.2 表演技巧
长调的表演技巧非常独特，需要演唱者具备高超的演

唱技巧和深厚的艺术功底。长调的演唱需要一定的表现手段

掌握好“诺古拉”的技巧与声音的控制技巧，包括音色、音

量和音高的控制。演唱者需要能够自由地控制自己的声音，

根据歌曲的情感和意境来调整音色和音量，同时还要能够准

确地掌握音高和音准，以保证演唱的和谐性和美感。呼吸更

是演唱长调的基础，正确的呼吸运用能够提高演唱的质量和

表现力。演唱者需要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包括深呼吸、换

气等，以便能够在演唱中保持气息的稳定和连贯。

长调的演唱不仅是声音的表现，还需要身体的配合和

律动。演唱者需要掌握身体的语言，通过身体的动作和律动

来表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 [5]。例如，可以通过摆动身体或

晃动头部来表达歌曲的韵律和节奏感。除了身体的律动外，

表演者的身体语言也是表达歌曲情感和意境的重要手段。可

以通过手势、步伐等身体语言来表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

例如，可以通过伸出双手或拥抱的动作来表达对大自然的敬

畏之情。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充分展现出蒙

古族长调的独特魅力。

3.3 情感表达
长调是一种情感表达非常强烈的音乐形式，它通过表

演者的声音和身体的律动来传达歌曲中的情感，让观众感受

到蒙古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大自然的敬畏。长调的表演

者在演唱过程中需要通过声音和身体的律动来传达歌曲中

的情感。这种情感表达不仅要求表演者深入理解歌曲中的情

感内涵，还需要将自己的感受融入表演中，以更加真实的方

式呈现出来。例如，在演唱表达悲痛的旋律时，表演者需要

通过声音的抑扬顿挫、音量的变化和身体的动作来传达出悲

伤的情感，让观众感受到这种情感的真实存在。

长调作为蒙古族传统音乐的代表之一，也承载着历史

和文化的传承。在长调的表演中，表演者需要展现出对历史、

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这些感悟是

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长调的表演得以传承和发 

扬 [6]。例如，在演唱描写蒙古族历史故事的歌曲时，表演者

需要深入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以便能够更好地

演绎歌曲中的故事情节和情感表达。长调的表演中也蕴含着

蒙古族的人文习俗和道德哲学。表演者需要通过表演展现出

蒙古族人民的热情、豪爽和诚实等品质 [7]。

4 结语

蒙古族长调舞台演唱看似是一场表演，但它传递的不

仅仅是音乐，而是一种言说方式，是可以让观众感受到蒙古

族的历史、文化、人文习俗等。蒙古族长调的舞台演唱具有

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表演者通过深入探讨其舞台布置、

表演技巧和情感表达等方面，观众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欣

赏这种充满民族特色和深刻文化内涵的音乐表演形式，从而

达到和表演者的良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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