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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美声传播路径 

侯世尧 
（桂林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音乐传播学是研究音乐艺术传播活动而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声乐传播学属于音乐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其中；美声歌曲
及其唱法更是音乐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美声传播中掌握住受众的需求与特点，以正确且富有高级审美的方式引导普罗大众来欣赏
并喜爱上美声歌曲及其唱法是当下美声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声乐艺术的传播形式进入了“快车道”，多
样的新传播形式正在为现代艺术的普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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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曾几何时，当问到非美声专业的教师或普通人士是
否听美声歌曲或知道哪些著名美声歌唱家和作品时，提到最多
的是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和他的代表作《我的太阳》，对于国内
外其他优秀的作品及歌唱家知之甚少。笔者认为让美声的传播
性增强了并实现了普及性，才会使美声歌曲以及其唱法更好地
发展，让美声歌曲及其唱法通过多媒体、融媒体的传播与解读，
才能实现更长远更有效的结果，才能实现传播价值，提升美声
歌曲及其唱法的传播价值与传播力提升共赢的结果。 

音乐传播学是一个大的门类，在现代人类精神文化生活蓬
勃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美声，这一声乐艺术形式传播重视度不
够，由于国内从事音乐传播学的专家学者们的思考角度不同，
对于音乐的审美层次不同，多数是从传播角度和商业价值角度
来研究音乐传播现象居多，对于美声的传播研究较少。传播美
声歌曲及其唱法的方式和途径，以及传播之后的效果与反馈作
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全媒体和融媒体的手段来解读美声这一
艺术表现形式的传播。 

一、音乐传播与传播媒介 
（一）音乐传播 
音乐传播学起源并发展于近代欧洲，音乐是一种具有传播

性的艺术形式，从古至今源远流长，这是目前较为热门的学科
方向，是能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的一门学科，是基于音乐
的传播实践与传播学研究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我国目前发
展较慢。当人类了解到音乐传播现象和学习音乐文化知识的同
时，专家学者们运用人类理性的思维对音乐传播资料进行整理
收集并了解其中的关系。声乐传播学作为音乐传播学的一部
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声乐艺术是
普罗大众较为容易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较为原始和基础
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以及亲和力。不同时期
不同民族、通过在传播过程产生社会反响，推动相互之间的社
会联系。 

注：美声唱法（意大利文：Bel canto），是指喉头在保持吸
气位置状态下，呼出气流吹响声带，使打开的共鸣腔体能够完
全、均匀共鸣的歌唱方法。 歌唱呼吸是发声的动力，是歌唱的
基础。 美声区别于其他唱法的最主要的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美声唱法是混合声区唱法。 

（二）音乐的传播媒介 
1.音乐传播的形式经历的几个阶段 
（1）原生态传播，这个时期最多的传播途径就是“口传心

授”，师傅唱一句，学生学一句，教师的嘴巴和学生的耳朵就
是传播的载体，而所教授的旋律唱词就是传播的内容符号信
息。例如：中国的京剧、昆曲等等早期就是口传心授，结合我
曾经在艺校的工作经验，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阿宫腔、
碗碗腔都依旧沿用这种方法，因为有些唱词归韵，行腔走板都

需要这种原始的传播方法，美声的教学中也离不开这种传播方
法，呼吸的运用，气息的感受等等，这种方法虽然有诸多缺点，
但是一种常用的音乐传播手段。 

（2）乐谱传播，乐谱传播是一种静态传播方式，它需要演
奏者或演唱者动态来演奏演唱它，社会的进步与世界的发展，
音乐传播载体出现了乐谱作为传播媒介。乐谱诞生之后可以准
确地保存音乐，终于把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听觉动态艺术变
成了可以留存且反复使用的静态符号，通过乐谱来传播音乐是
一项伟大的壮举。 

（3）电子传播音乐的电子传播，将音乐更好地代入我们的
生活。尤其是可视化之后的音乐，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音乐，“携
带”音乐、传递音乐、在学习音乐的同时创造音乐，这不仅使
我们得到了良好的感官体验还提升了我们的精神文明层面的需
求。 

2.美声通过互联网的传播 
移动媒介的勃兴，可以更加方便唤醒我们的耳朵，协助我

们进行听觉积累，各种音频产品层出不穷，使声音焕发了活力，
不断造就着跟随自身的声音景观。声音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
着”的媒介，声音与情感是否能够建立联系，是通过演唱者和
聆听者共同决定的，演唱者为聆听者构建“声音形象”，聆听
者也能塑造自身的“声音景观”，听觉方式影响聆听者对于所
传递出声音的内容把握，也能够使得二者达到“同频共情”的
声音理解。王黎光教授在深圳音乐季的讲座上曾谈到：他非常
钦佩歌唱家，因为声乐是非常抽象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声乐有着文字、图像、视频等视觉媒介不具有的新特点，
比如：沉浸性 、涉身性等等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对于声
乐的渴望从未消减，“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理念大量地
出现在古往今来的文史资料中。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理
论 ，认为声音是偏向空间的媒介，它易于广泛传播，但又稍纵
即逝，不易保存。 

虽然技术决定论夸大了媒介的作用 ，但媒介形式在人们的
信息传播 ，生产生活实践中仍然有重要影响 。我国的声乐艺
术作品在传播时利用互联网为媒介进行传播，将传统音乐的方
式进行了革新，运用科技成像等专业技术，将视频和音频塑造
成声音景观传递给受众者，这样的传播使得受众者能更好地理
解声乐艺术作品所表达出来的主题情感，与演唱者同频共情。 

二、传播为美声带来新动力 
当媒介技术的迭代引发传统静态审美的提高，在原有固化

审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万物皆媒的时代，新兴媒体的传
播媒介以及传播的形态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
以前的人在学习声乐的过程中所能接触到的媒介是非常少的，
曲谱地获得途径是非常艰难的，且没有任何视频资料可以学
习。只能通过磁带、黑胶唱片、CD 等物质媒介进行学习，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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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阻碍了美声学习时，需要多听多看的学习过程。现如今笔者
作为亲身经历者，在新媒体与融媒体技术的加持下使得我们现
在的声乐学习的途径变多了，学习的机会也增加了。 

（1）综艺带来新认识 
在 5G 时代下，以电视节目为主的视频流将成为通信和媒体

传播主要的信息表达与服务消费形式，通过新的“超级入
口”，综艺节目是电视节目的一种类型，通过多终端的节目创
新与生产创新形式与艺术形式进行有机组合。电视综艺节目可
以以一种文艺体裁为主体，也可以集中多种艺术体裁。是一种
融合的艺术，在充分理解原有艺术价值的同时，继续发挥其艺
术的效能，使之成为基本的电视节目样式。例如：安徽卫视的
《耳畔中国》节目，韩国综艺《歌剧之星-opera star》等等。《声
入人心》是湖南卫视重磅打造的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这
档节目的最大亮点是以发展弘扬美声唱法为主的一档声乐类综
艺节目，节目对国内美声唱法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以“内
容为王”的新媒体内容创作时代，《声入人心》这档节目不仅让
美声学习者，声乐教育者对声乐的传播进行了思考，更重要的
是让美声的传播与发展从此有了新的形态。 

（2）让美声传播变得容易 
目前美声的宣传方式主要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

媒体进行，以更好地向公众传播美声的精髓，同时也通过在各
大音乐厅、音乐学校、文化中心等场所举办演出，以及通过教
育活动，如举办各种针对不同人群的美声培训班，来更好地将
管美声的精髓传播给大众。在 5G 时代下，视频流成为信息主
流，移动宽带成为常态。短视频成为不竭资源。近年来，各类
短视频成为取之不尽的宝库资源，它能在各类融媒体节目和传
播矩阵中，以小屏内容服务大屏内容的形式实现大小屏之间的
有机联动。5G 时代，手机图像与视频处理软件功能大幅增强，
结合专业节目制作机构的融媒体思维，短视频化生产转型及社
交化传播将进入裂变式增长时代。抖音是当下非常火爆的一款
视频集合类软件，很多的歌唱家和院校声乐教师都在此平台上
进行美声知识的讲解与传播。通过这些形式传播大量的美声知
识，让声乐学习者与声乐爱好者，通过网络近距离地学习了美
声的知识，以前传统的授课方式大多是就着书本学习理论知
识，或是在固定的时间里教师与学生面对面声乐课程学习，模
式较为传统化，现代声乐教学通过利用多媒体设备、互联网资
源的优势激发更多的可能性，使更多希望学习音乐的人开始有
更多的机会接触专业的练习。 

（3）声乐教学的新模式 
声音是较为抽象的，我们对于声乐的认知，不能光停留在

表象上，必须要培养理性的声乐规律认识。线上声乐课作为一
种全新的音乐教学模式开始流行各种网络平台，这种基于互联
网传播模式下的新形式是一次学习方式革新，及时的分享与沟
通，使得声乐学习者在学习时能够“少走弯路，”快速便捷地
取得声乐学习的参照，不仅是在音乐学习方面，很多学科都在
进行着线上模式的尝试。通过这种新的声乐学习模式，人们可
以足不出户便听到专业级别的音乐大师上台讲学，拥有更多学
习音乐知识的机会。 

当代声乐教师也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激发学生在音乐
创作和变革上的更多可能。这种模式的变化其表现在授课对
象、授课形式以及课堂互动三个方面上： 

其一，授课对象的群体范围变广，不仅是专业学生或是年
轻人，声乐爱好者以及老年大学的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其二，
多样化的上课形式。通过这些软件，声乐学习者可以及时地向
老师“打卡”，老师能及时地纠正一些歌唱中出现的小问题。
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或是与许多歌唱家直播上课，与各位声乐

爱好者交流连线的活动，教师通过软件选择使用共享屏幕的功
能，将歌唱视频和音乐片段进行播放，并找不同的版本进行对
比示范，与学生进行语音交流，学生不仅能够清楚直观地看到
教师准备的课件，也可以就及时出现的疑惑直接请教老师的解
答，除了语音连线还可发送文字或者留言给老师，向老师提问
或回答问题，教师既能及时解答，可以便捷地帮助学生建立声
音审美。其三，除了线下在特定地点与教师面对面上课，还有
线上网络课程。受疫情的影响，大部分国内外声乐教师选择利
用软件作为给学生上课的平台，例如：zoom、钉钉、腾讯会议
等软件。 

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在国外的留学生回到国内，为了不中
断学业，就进行了部分课程的线上学习，可以说线上的部分课
程学习，从另一方面讲保障了自身的生命安全。 

现如今国内外声乐视听资料丰富，声乐学习的资源获得也
变得相对容易。老师可以与学生分享最新的演唱视频，当国际
上出现声乐新理念时；教师与学生都能够及时互动。例如：教
师与学生所组建的微信声乐交流群，可共享正规版权的声乐谱
例，能够直接地通过学生的声音分析其声音状态，目前国内正
在举办的“孔雀杯”高等院校声乐比赛，能够让身在外地的声
乐学习者也可以通过软件平台及时观看到现场的演出及教学视
频。歌唱家与声乐教育者组建的交流群可以实现良好圈层交流
与发展，视频创作者合理搬运国内外歌剧院或国内外即时的演
出资料与音乐现场资料。这是美声传播的发展趋势，为广大声
乐教育者与学习者提供了便捷且宝贵的资源，相较于以前传统
的线下指导教学来说，更助于学生开阔视野以及提高学生独立
思考能力。 

结语：通过阅读文献和观看综艺、抖音、公众号自媒体等
平台来分析学习，以及亲身参加音乐论坛讲座。笔者认为美声
这一声乐艺术表现形式，在未来的传播与发展中；应该与多元
化发展的传播学以及快速发展的媒介联系紧密起来，在新文科
背景下，不仅要抓住市场也要抓住课堂。5G 技术给未来声乐传
播带来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我们应当把握基本的时间
节点与发展节奏，协调并运用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去把
握并理解随着社会变化而产生出的文化现象，更准确地做出一
些判断。现在的传播媒介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在这样的发展
趋势下；将会是声乐艺术获得强势发展的最佳时机，笔者坚信
美声的普及性变得更全面，会对提升公民审美以及承担美育教
育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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