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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姚斯和伊塞尔为代表的学术派提出，文艺

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同时指出文艺艺术在本质上是人

际交流的艺术。在该艺术理论中指出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依托于

人的审美所展开的，每一种艺术形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美学特

点。该学派的该观念直接影响着当前声乐艺术形式的发展，也

为声乐表演艺术分析探索开启一个全新的观点和视角，因此，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坚持从接受美学理论角度，展开对声乐表演艺

术的艺术表达和特征分析。这大大推动了声乐表演艺术的进一步

发展。下文正是基于美学视角所展开的声乐表演艺术研究具有可

行性和重要性。

1　美学理论在声乐表演艺术中的本质

1.1声乐表演艺术中的美学理论概述

声乐表演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最原始的艺术形式之

一。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会依靠自己的嗓音来表达情感，由于

当时声乐表演的形式过于单一，人们的情感形式较为单薄，因

此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声乐来进行语言交流。但是随着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声乐表演艺术开始实现系统化、理论化发展，当前

有专门的声乐表演专业，其会通过一些专业化、理论化的表演

技术、表演姿态等，将个人情感、精神内涵等融入到表演活动

中。若是缺少接受美学相关理论，则声乐美学表演欣赏者就无

法从中形成情感共鸣，达到声乐表演的音乐渲染和影响效果。当

前通过美学理论可知，声乐表演艺术中具有多维度多层面的美

学理论知识[1 ]。

1.2声乐表演艺术中的美学理论表现

1.2.1在声乐表演的技巧和方式中。

从美学角度来说，表演者会对声乐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情感

内涵，根据自己的美学理解，进行二次创作演绎，当前只有表演

者拥有声乐美学理论，掌握好声乐美学表现的技巧和方式，其才

能够展开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化发展。如，在戏曲表演中，京剧《霸

王别姬》中，虞姬在自刎前唱到“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在

该句唱词的声乐处理中，需要演唱者赋予其一种怅然，离散的情

感，要真切地表达出虞姬在面对四面楚歌过程中所具有的那种真

情实感。

1.2.2在声乐表演创作中。

艺术并不是照搬照抄的，而是会根据不同表演者的不同阅历、

不同知识体系以及成长环境等等，从而形成不同的美学特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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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美学特点通过声乐表演在此呈现出来，形成独具个人特色的

表演形式。而根据表演者的美学表演的水平和美学接受的深度等，

可以打造出经典的声乐表演作品。如，京剧大师梅兰芳所塑造的

《贵妃醉酒》已然成为京剧表演艺术中的经典之作。

总之，美学理论贯穿声乐表演艺术的全过程，只有掌握好美

学理论知识，掌握声乐美学特点，才能够创造出经典的声乐表演

作品。

2　美学同声乐表演艺术整合的原则

2.1真实性与创作性统一的原则

声乐表演艺术是一种可以二次创作的表演形式，表演者必须

能够在充分感知创造者的内心情感和艺术欣赏、美学特点的基础

上，发挥自己独特的美学欣赏能力，才能够创造出具有生命活

力的声乐表演艺术。当前实现真实性和创作性的有机统一。

如，表演者的面部表情、形态等都是声乐情感的载体和表现平

台。而针对于表演者的不同理解，其可能赋予声乐作品新的内涵

和情感特点，因此在表演过程中，必须能够实现对声乐作品在细

节上的再创作，或是在表演形式上的再创作。如，随着器乐表演

形式的发展，当前声乐表演已经逐渐同器乐表演相结合，大大增

加了音乐作品表演的感染性和审美性特点。

2.2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可以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于不同的欣赏者而言，其

对于声乐表演艺术的审美期待是不同的，表演者必须能够通过再

创作的方式，才能够确保一个声乐表演作品能够焕发出持久生命

力。因此优秀的声乐表演者需要尽可能地去掌握声乐作品的内涵，

切实抱我声乐作品的表演内涵和体裁表达形式，实现历史和时代

的有机结合发展[2]。

2.3技能和表现力的有机结合原则

声乐表演是一项较为专业的，需要技巧性的表演形式，通过

各种表演技巧的应用，能够更加全面的灵活地展现出声乐作品的

情感内涵和作品的内容。但是若是单一的表现技巧，则容易让声

乐表演无法引起情感共鸣。因此美学同声乐表演艺术的融合发展，

必须能够遵照技巧同表现力结合的原则，如此才能根据表演者的

不同美学水平，审美表现能力，创造出风格多样化，充满个人特

色的声乐表演作品，真正地实现声乐表演的自身美学价值。

3　美学视角下声乐表演艺术人才培养的方法与途径

3.1增加声乐表演艺术相关者的音乐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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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感觉是声乐表演艺术的基础元素，只有演唱者和欣赏者

拥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和音乐感觉，才能够准确接收到声乐表演中

的内涵和情感。对此要求能够全面提升声乐表演者的音乐素养能

力，提高自身的音乐审美能力，如此才能够更加准确地传递作

品的功感情。而对于声乐表演欣赏者而言，则欣赏者能通过多

听、多看的方式，增加自己的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感知能力[3]。

3.2注重在声乐表演艺术中融入内心情感

“对牛弹琴”虽然是一个俗语，但是它从根本上阐述了音

乐是人同人之间的美学交流。当前若是人尚未拥有情感感知和体

验能力，则势必无法同声乐表演活动形成共鸣。对此在声乐表

演中要求能够注重对情感的投入，从而才能够打动欣赏者，形

成情感共鸣。如，声乐演唱者要在表演前要求做好相关准备，

从作品的来源、创作者创作该作品时所处的环境以及生存境况，

从而增加自己对于声乐表演作品的情感连接，在表演时才能够拥

有充沛的情感。

3.3把握灵活的声乐表演技巧和演唱方法

声乐表演中拥有各种个样的技巧和演唱方式，不同的声乐表

演作品中所依靠的表演技巧和演唱方式是不同的。当前若是采用

京剧的方式来演唱西方歌剧，则会缺少一种情感韵味。因此采

用正确的合适的的技巧和演唱方式是关键所在。对此要求能够展

开对声乐作品的旋律、力度、速度等要素的多次反复练习，从

而控制好在表演过程中所应具有的审美特征[4]。

4　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对声乐美学的内涵，意义以及融合发展的

原则和实现途径分析可知，只有将声乐表演艺术同美学相结合，

才能够创作出多元化、创新创作性的声乐作用，才能够构建一

个个情感丰富、形象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从根本上提高人们

的对于声乐表演形式的审美体验。让声乐表演艺术形式起到重要

的社会情感导向作用。当前实现声乐表演形式同美学整合发现，

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特点，还要求把握好音乐感觉，融入个人

情感，熟练演唱方式等路径中发挥声乐表演艺术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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