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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与“音”的内涵，在古代中国的文史资料中均有解
析。如《说文解字》就载有：“声，音也。”“音，声也。”二字互训，
浑言相同，都指声音。析言则有别，“声”指一般的声音，而“音”
指乐音。又如《礼记·乐记》载有：“声成文谓之音。”；“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
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由此可见，“声”与“音”在自然界里的表现始终是相辅相成的。

1   歌唱中的“声音”与“情感”
1 . 1 歌唱中的“声音”
歌唱中的声音，是通过科学的发声训练和长期积累的结果。

歌唱中的声音，既包含个人音色，音量大小，还包含了最重要
的一个因素——共鸣。

歌唱中的声音不仅仅只是“声音”，而是一个看不见的却
又真实存在的有结构、有形态、有位置、有色彩的立体的结
构。歌唱中的声音恰恰是在这一立体结构形态下产生的富含共
鸣、情感的声音。

歌唱的过程，是一个富含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我们的歌唱就
是为了表达情感，而声音恰恰是实现情感表达的有效载体。充满感
性体验的声音，在整个歌唱过程中，是在理性的呵护下来完成的。

歌唱中的感性是建立在对自我声音控制之上的，而理性是我
们在歌唱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有了理性思维作为辅助，
就会帮助我们更好的运用感情思维并通过自我的声音抒发出情感。
当理性思维和感情思维完美的结合时，在视觉上、听觉上所呈现
出的声音效果，会给听众带来美的享受[1]。

1.2歌唱中的“情感”
歌唱作为艺术的一种样式，对于歌唱学习者是有着极高要求的。
歌唱者以声乐表演的形式将歌曲作品留在纸上的音符，转化

成一个个鲜活的在时空中跳动的音符，呈现给听众，使之成为了
看得见、听得清的情感画面，以极强的感染力与听众形成互动。在
这一过程中，情感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感人心者，莫过于情。”可见情感对
于歌唱是多么的重要。声乐旋律的非语义性表达是靠声音和情感
来完成的。

“联想与想象”是演唱者情感表达的前提和来源，恰如其分的
“联想与想象”可以使演唱者更加深入的理解作品的内涵，准确地
把握作品的情感及音乐形象，使表演更富有感情，使听众更容易
被感染。具体来讲，“联想”是作品情感的源动力，是生活的积累、
体验与感知。“想象”是作品的表现力，是源于生活又与实践相结
合的产物，丰富的生活体验是我们获得准确音乐想象力的基础。
在歌唱实践中，歌唱者只有把对生活体验的感知和音乐作品表现
的“联想与想象”，与自己的情感等感性因素相融合，便可创造出
新颖独特、鲜明完整、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象[ 2 ]。

2   歌唱中“声音”与“情感”的关系
2 . 1 “声音”与“情感”的辩证关系
声音与情感，是歌唱实践重要的两个方面，也是成功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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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之所在。
歌唱中的“声音”与“情感”，究竟谁先谁后，是一个

值得探究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目前主要两种倾向：
其一、主张“声情并茂”，强调的是先有人耳所听到的

“声音”，才能够感受其随之带来的“情感”；其二、主张
“情声并茂”，强调的是先有了对作品的充分了解，才能酝酿
出所对应的“情感”，然后将“声音”带出。

第一种，强调“声音”是歌唱的基础，正是因为有了好
的“声音”，人们才能感受到别样的“情感”。这种观点着
重于“声音”的表现，是站在听众的角度上的，即有了演唱
者美妙的“声音”，歌者所表达的“情感”才会被听众感知。
第二种，强调的是歌者的演唱，需要先酝酿出所表达的“情
感”，才有我们听到的恰如其分的“声音”。这种观点着重于

“情感”的表现，是站在歌者角度上的，即有了演唱者提前酝
酿好的“情感”，歌者所表达的“声音”才会情真意切。

两种说法那个更为准确，从歌唱本身辩证的看，当然是先
要有情感，因为，歌唱首先是被耳朵接收到的，不管对于听众
还是对歌唱者本身，声音只是基础，是情感表达的载体，而情
感，才是歌唱的“灵魂”。所以，当声音和感情同样完美时，歌唱
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

2.2“声音”和“情感”的辩证统一
真正意义上的歌唱，实际上就是一个“声音——情感——

情感——声音”，不断递进、不断交织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
出，真正赋予情感歌唱的，是“声音”和“情感”的完美结合。而
声音与情感结合的完美与否，取决于既要动声，也要动情。动声，
指的是歌唱过程中声音的具体体现，是歌唱的基础，是经过科学训
练的声音在情感支配和影响下的激情释放。动情，指的是歌唱过程
中的情感通过声音的具体表达而有目的释放，是歌唱的灵魂[3]。

综上所述，歌唱中的“声音”与“情感”是既辩证又统一的
关系。“声音”与“情感”在歌唱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成为歌
唱中不可分割的整体，缺一不可。在具体歌唱实践中，我们要辩
证的看待“声音”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既要拥有扎实的声音
技术和控制能力，还要拥有审美能力及对声乐作品的理解和情感
表达能力。我们只有掌握了歌唱中的“声音”与“情感”内在规
律，只有了解了其内在的辩证关系，才能在歌唱具体的实践中做
到声音与情感同行，才能使我们的歌唱艺术和高尚情操得已同步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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