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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演唱中的表演艺术审美探究
谢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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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声乐演唱作为一种独立的舞台演唱艺术，本身可进一步划分为表演和演唱者两个部分。声乐演唱的完全展现需要将表

演和演唱融合在一起，在声乐演唱中演员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演唱功底，同时也要发挥自身独特的肢体语言表达能力。

这样才能在完美阐述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舞台表演让作品完成二次创作。因此，作为一名演唱者要真正在舞台上展现

出形神兼备，这样才能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体验，才能享受表演艺术的魅力。本文主要对声乐演唱中表演艺术审美的

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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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n independent stage singing art, vocal singing itself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erformance 

and singer. The full display of vocal singing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performance and singing. In 

vocal singing, actors should not only have profound singing skills, but also give play to their unique 

body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Only in this way, on the basis of perfect exposition of the work, 

can the work complete the secondary creation through stage performance. Therefore, as a singer to 

really show both form and spirit on the stage, so as to bring the audience immersive experience, in 

order to enjoy the charm of the performing art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esthetic problems of 

performing art in vocal music s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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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成功的声乐表演者不仅需要具备高超的声乐表演技巧、演唱方法，同时还要通过舞台表演和对作品的理解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

生命能力，在声乐演唱过程中不断融入自身对声乐表演的领悟，也就表示，声乐演唱与艺术审美之间互相关联、密不可分。声乐表演艺

术懂得审美体现的是对原作的充分尊重，在演唱之前通过安全准备和分析，深入思考声乐表演艺术中的审美体现处理方法，并通过表演

的形式阐述对于声、情、字、形的感悟，这样才能促进声乐艺术的持续发展。

一、声乐演唱中的表演

声乐演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

量。它是继声乐作品依词谱曲或由曲填词后的第二次创作，它既

忠实于原作也需要在一定尺度内进行重新加工，这需要声乐演员

在舞台上展现演员的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在戏剧表演中也强调

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第一自我是演员自己，第二自我是表现的

角色。而演唱表演中的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在我看来，歌唱演员

的第一自我仍然是演员自己，而第二自我则是演员根据歌曲所处

的情境和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想象去塑造一个新的自我 [1]。

与表演分不开的一个概念就是自我。关于自我的概念，有研

究者指出，“在我们太人性的自我与我们社会化了的自我之间存

在着差异”。也就是说，我们自发地想去做某事，与他人所期望

我们去做的事不一定是一致的，也许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但作为

一个出色的表演者，为了不让观众失望，就必须隐藏自己真实的

主我，而表现出观众所期望的角色。所以自我是情景定义的产

物。声乐演员需要按照词曲作者赋予的歌曲特性去演绎。表演要

使形体、眼神和情感都能恰当地表达其内容与形式艺术上的完美

统一，达到审美上的形、神、韵要求。声乐演唱中的表演应具有

表演的一般特征，但又应具有自己所独有的特征。声乐演员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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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不但要歌唱，同时又要进行“神形兼备”的舞台艺术表演。

手势是感情的无声的语言，声乐表演者在舞台上演唱，自然离不

开手势的表演，它不仅能帮助情感表达渲染气势，而且能为形体 

造型。

演唱者一方面要表达作者的意图，另一方面还要对歌曲进行

表演，进行再次创作，这样歌曲才更具生命力和感染力。演唱者

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唤起内部视觉意象，这种意象是在歌曲规定的

情景中所创造出来的，要使歌曲内容表演的真实可信，把歌曲的

情境变成演唱者自己表演的情境。每一首歌曲都有特定的情境，

不同歌曲的情境，就包含着不同的时间、人物、地点、景物等视

像，声乐演唱者要准确地理解、认识和运用这些特性 [2]。

二、表演艺术审美在声乐表演中的体现

（一）声乐表演的客观性和创造性

作为一种表演形式，音乐在风格上不仅需要体现出真实性，

同时也要结合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曲家自身风格，遵照真实

的意图，精准把握作品需求，才能够真正让作品本身的内涵得以

体现。声乐作品歌词要对其中的情感意蕴更加关注，任何优秀的

声乐作品都是歌词和乐谱的和谐共鸣，两者之间在思想上和内容

上存在相互渗透，在为歌词作曲之前首先需要对歌词的情感前提

进行深刻领会，同时融合自身的思想感受来完成曲子的创作 [3]。

而作为歌唱者不仅需要深刻领悟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同时也要

让声乐表演体现出客观性，这样才能够让作品的优先地位的一体

性。此后则需要从作品本身出发思考如何让其展现出更大的表现

活力，例如舒曼、沃尔沃等人在初步领会《竖琴师之歌》作者歌

德的最初想法之后创作出来多种不同的乐谱，也从多个角度丰富

的阐述了作品的内在情感，让整部作品的演绎更加让人信服，也

更加体现出了真实性。另外，声乐艺术作为一项综合性技术也更

加注重作品演绎的个性化和创造性，不同的表演者表演风格和个

性存在理性差异，在舞台表演过程中对作品演绎和表演的手法，

通过多样化的独特创造都可以让艺术的特殊魅力得以展现，也可

以让观众欣赏更具特色的艺术审美。

（二）声乐表演历史性和时代性

声乐表演的历史特征异常显著，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特

有的典型音乐作品。在演绎历史作品的过程中，作为声乐表演者

也应该与时代同步，尊重作品原创本意和历史内涵的情况下，深

入挖掘作品中所包含的审美和精神内涵，这样的作品演绎才能够

让作品体现出独特性的同时更加具备新时代的特征，在作品演绎

中通过融入作者自身的审美情趣和情感领悟可以让作品的历史风

貌更加突出，真正让音乐作品的演绎实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 

融合 [4]。

（三）技巧性和表现性

很多国外著名的高音演唱家在声乐演唱技巧方面更加推崇传

统美声和女高音融合的演绎方法，通过这种演绎技巧可以为观众

带来审美和艺术的双重体验。从声乐表演的艺术性层面来看，很

多伟大的歌唱家为了能够让作品的演绎更加完美，会深入到特定

的历史场景中深刻体会特定历史文化和宗教，以及作品场景中展

示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通过音乐的方式让作品的场景得以再

现，也可以获得观众的认可；歌唱家卡拉斯不仅具备了卓越的声

乐演唱技巧，而且对于艺术表现性的表演更加关注，聆听这位歌

唱家的声乐表演不仅能够看到其高超的表演技巧，也能够从演唱

中感受作品中的丰富情感，从而获得感动 [5]。对于声乐表演的技

巧性和表现性，我国传统唱论总对于兼顾表演艺术内涵和艺术技

巧的“声情并茂”的演绎标准更加推崇，这种演绎方法从某种程

度上真正实现了声乐表演艺术的登峰造极，也可以让人们受到更

加优美音乐文化的熏陶。

三、声乐表演中的艺术审美体现

（一）演唱前的准备和分析

首先，任何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流传本身并不属于一个独立事

件，音乐作品与社会发展必然会产生相互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艺

术作品的创作本身是对生活的一种体验和感悟，因此对于音乐作

品的解析必须结合创作者本身以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这样才

能产生深刻的认知，才能够进一步提升作品表演中的艺术审美，

才能够在声乐演唱中融入演唱者自身的感悟，从而让演唱者形成

具备自身特色的演唱风格 [6]。由此可见，对于一名声乐演唱者来

说，分析作品和作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只有通过深入

分析才能够让作品的二次创作与时代审美相契合，才能够引起观

众的共鸣。因此在感悟作品的过程中需要对声乐史的发展历程进

行深刻了解，这样才能对不同时期的声乐作品其独特审美和内涵

进行深刻领悟。

其次，不同音乐作品所取题材不同，但是从谱面上这种题材

的迥异无法直观体现，这就要求演唱者在作品二次创作之前要进

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对于作品的深层次内容进行深刻挖掘；此

外，随着作品题材的不断发展，集赞内容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形

式也体现出多样化。表演者应该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详细区分

和归纳，这样也可以为充分展示出声乐表演中的技术审美提供 

依据。

最后，任何一名演唱者都必须在和声应用、乐谱结构等技巧

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工夫进行打磨。只有真正了解了作品独特

的曲体结构，才能够真正找出作品表达的主题，才能避免作品演

绎沦为千篇一律；声乐表演者也只有真正对调式和声进行深入分

析才能够对作品风格进行深刻领悟，对于旋律线和终止式的关

系、调性的演唱和应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把握，才能够让声乐

表演中的审美体现得以提升。例如作为浪漫时期代表的舒曼通过

自身的领悟开辟出了和声的新演绎方法，在他的作品创作过程中

通过模糊调性和大小调交替的手法可以为观众构造出富有诗意的

幻想意境 [7]。

（二）关于审美体验中演绎方法和技巧的思考

首先，关于“声”的思考。悦耳动听的声音传递的情感是音

乐存在的价值和打动观众的本质，身后的唱功和演唱技巧则是引

发观众共鸣的根本，否则声乐表演会沦为失败。鉴于此，深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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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过程中充分发挥人体歌唱的可塑性来演绎出多样性的音乐风

格。例如通过明亮通透的声音来展现出欢快的情绪，通过洪亮铿

锵的声音可以表达出强烈的情感，通过柔和温情的演唱来表达爱

情歌曲。由此可见，任何声乐作品的表达需要对各种声音和音色

变化具备较强的驾驭能力，同时也需要科学的演唱方法和技巧作

为支撑。因此不管何种音乐审美，都要从细节上对共鸣腔体大

小、音色明暗度进行科学把控，通过进一步加强科学训练，让演

唱者能够明确的区分出增生多的混声、假声多的混声，这样才能

够紧密融合高低音从而达到共鸣，才能够让观众真正享受声乐表

演的艺术魅力。

其次，“情”的表达。音乐的创作和音乐受众群体所面向的

都是人类，而丰富情感是人类最大的表现特征，基于情感的牵绊

使得人们可以跨越民族的隔阂，这样的音乐作品才能够真正达到

情动于中而行于外的使命，也就是要通过声情并茂的演绎方法让

声乐作品艺术得以完美诠释。在进行声乐表演的过程中如果缺乏

了情感的衬托，会让表演过程更加枯燥无力。要想让音乐作品演

绎达到效果就必须注重“情”的审美体现，根据本人多年的声乐

作品感悟和表演经验，在声乐表演中的情感表达离不开旋律、节

奏、音色和力度等几个要素，作为声乐表演者需要通过日常的刻

苦训练，以及舞台上的演唱体验才能够对声乐表演的感悟更加深

刻，才能够在日积月累中让情感更加丰富，在此基础上在进行声

乐表演和作品演绎中才能够真正做到娴熟自如。

再次，语言咬字是我国声乐演唱用以表达作品内容和情感的

主要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声乐演唱过程中字的重要性凸显

出来。如果一名演唱者在表演过程中存在咬字不清的现象，也会

逐渐让其丧失观众基础，作品无人问津，歌唱审美也无从谈起。

在创作声乐作品的过程中作曲家的意境和歌词的中心思想是创作

的中心。

歌剧的题材和风格对于作品演绎的调性、和弦等起了决定性

作用。另外在确定旋律的过程中还需要对歌词的组合规律和应用

特征进行充分参考。鉴于此，任何声乐作品的演唱要想真正体现

出艺术审美必须有深厚的咬字能力，也就是说演唱者需要在语言

修养和练习上倾注更大精力，这样才能够演绎出更加美妙的音

乐。语言的组合规律和应用与歌曲语言咬字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

关系，作为演绎者只有对歌词含义进行深入感悟，通过科学的训

练方法才能够让自己的咬字功夫得以强化，这样才能演绎出娓娓

动听的歌曲作品。

最后，“形”的把握。在声乐演唱过程中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如果无法塑造形，歌唱者站在舞台中央单调的歌唱会极大

影响舞台效果。而且声乐作品的演唱本身属于一个二次创作的过

程，不同演唱者在舞台表演过程中会通过不同的动作完成舞台形象

塑造。舞台表演只有具备了新鲜感才能够更加吸引观众，因此作为

声乐演唱者在舞台上也应该保持多变的形象，要熟练掌握舞台形体

表演技巧，这样才能够给观众带来美感，与此同时也可以借助舞台

形态表演让作品更加丰满，才能够让整个声乐表演过程具备更强的

可塑性，让作品演绎根据美感。比如歌唱者如果开朗活泼那么就会

塑造出更加大方、自然的舞台形象，歌唱者如果深沉内敛则会通过

稍显迟缓的动作来演绎舞台形象。即使面对同一首作品不同的演唱

者会通过不同的动作塑造出不同的舞台形象，由此可见在整个作品

演绎过程中舞台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此可见，作为一名声乐

演唱者为了保证作品演绎更加充实、丰富，还应该更加善于利用舞

台形体来增加表演的艺术魅力。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声乐艺术中声乐表演艺术审美的体现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当今表演者从业人员需要重点思考的问

题之一。因此在日常的工作中作为声乐表演者以及从业人员就需

要对安全准备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同时深刻领会声、情、字、

形，这样才能够通过作品演绎打动观众的心灵，才能够从情感上

让观众产生共鸣，这样的作品才能够传唱四方，才能够被更多的

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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