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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声乐作品中演唱与钢琴伴奏的对比、平衡与统一 
李鑫 

（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830001） 

摘要：音乐已经成为人们享受生活、陶冶艺术情操的重要方式。为满足人们对声乐表演水平的要求，在声乐作品中需要实现演

唱与伴奏之间的对比、平衡以及统一，这样便可以从根本上突出声乐作品的内在魅力。鉴于此情况，本文将重点围绕声乐作品中演

唱与钢琴伴奏的对比、平衡与统一进行分析，以此为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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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声乐伴奏的过程中，演奏人员必须要结合声乐演唱者的个人

技巧完成演奏，以此在完成作品的基础上突出作品的内在价值，使

受众群体可以感受到乐章中蕴含的多种艺术魅力。因此在声乐伴奏

的过程中要求伴奏者要不断结合演唱者的声乐处理加以优化，且不

能失去原有的伴奏旋律以及节奏。由此可见，围绕声乐作品中演唱

与钢琴伴奏的对比、平衡与统一加以研究对于优化声乐钢琴伴奏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比、平衡、统一在声乐伴奏中的理论概述 
首先，统一是指演唱者与钢琴伴奏之间的一种协调性处理。在

表演的过程中由于钢琴伴奏与声乐演唱在艺术处理上存在较大的区

别，因此若想要以整体的形式完成作品，便要有机结合二者的艺术

性，在分清主次特点的基础上凸显声乐作品的整体性，使伴奏能够

辅助声乐演唱者，进一步突出作品的艺术渲染力，推动钢琴伴奏与

声乐演唱之间达到协调统一的效果。其次，平衡，通常情况下，钢

琴伴奏是衬托作品艺术性、使作品更加丰富的部分，若是没有钢琴

伴奏的气氛渲染以及节奏影响，整体作品的效果便会难以保证。因

此在进行钢琴伴奏的过程中，演唱者不应该追求伴奏与声乐演唱的

一致性，而是要综合各自特点使二者协调统一，不会存在音色、音

量的冲突，以此实现一种平衡的状态。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演奏人员

要结合作品类型以及情感内容兼顾前奏、间奏以及尾奏之间的关系。

后，对比是指伴奏与演唱之间应有鲜明的对比，演奏人员利用钢

琴演奏力度和音色调整的形式烘托整体氛围，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使听众能够感受到 佳的听觉感受。在钢琴伴奏的过程中，要

求钢琴伴奏人员清楚自身定位，灵活的加以应对，既要合理掌控节

奏以及力度，又要辅助演唱，完成高水平的声乐作品[1]。 

二、 声乐伴奏中对比、平衡、统一的原则 
（一）对比 

声乐钢琴伴奏中的对比是指进行演唱与伴奏之间的比较，在具

体工作中要求钢琴伴奏人员结合演唱情绪以及音量进行钢琴伴奏的

对比并作出调整，以此完成恰当的对比，发挥伴奏渲染气氛的作用。

在演绎作品时，应确保钢琴伴奏在音量方面低于演唱的音量，凸显

演唱，且声音控制上确保钢琴伴奏与周围其他乐器之间的统一。 

(二)平衡 

平衡原则主要是要求演唱者以及钢琴伴奏之间应该实现音量以

及力度的有机统一，形成一种恰到好处的比例关系。在钢琴伴奏的

过程中，其主要作用在于烘托以及辅助演唱工作，进而利用氛围的

营造提升演唱者的个人魅力，为受众带来高质量的作品。通常情况

下，在声乐表演的过程中需要增强作品的完整性，此目标便要凭借

平衡原则完成，要求相关人员应加大对演唱者风格以及声乐特点的

分析与了解，进而选择合适的力度和情绪完成伴奏音量以及环境氛

围的掌控。 

（三）统一 

对于作品的表演来讲，钢琴伴奏与演唱之间存在整体以及部分

统一的区别，因此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伴奏来讲，需要

烘托情感，此种情感应是基于作品本身以及钢琴伴奏人员自身的见

解形成，情感的烘托会为演唱者的后续声乐作品处理提供借鉴与参

考。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要求钢琴伴奏人员应满足相关原则，注

重演唱与钢琴伴奏之间的相互配合并在舞台表演的过程中明确主

次、协调，突出作品的整体性。对于声乐表演来讲，演唱是核心，

钢琴伴奏起到的是辅助作用，因此要求钢琴伴奏人员既要满足演唱

需求，又要注重钢琴的重要性，使其成为统一的整体[2]。 

三、钢琴伴奏中的对比与平衡 
（一）音量与力度之间的对比、平衡 

音量与力度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力度强则音量较大。对

于音量来讲，其取决于力度大小；而力度的选择也需要根据音量的

需求完成优化与完善。在声乐表演的过程中，音量与力度的比例关

系极为重要，直接影响了作品 终的呈现质量。若是伴奏音量较大，

则会掩盖演唱者的旋律，出现演唱轮廓不清晰的问题。而若是伴奏

音量较小，则不能够起到烘托氛围的作用，难以形成伴奏与演唱相

统一的目的。独奏与伴奏人员之间音量的平衡并不是指比例完全一

致，而是要合理分配整个作品伴奏内容中的声部音量，进而增强作

品伴奏中的美感，而比例关系的确认重点便在于钢琴伴奏人员的掌

控，要科学的区分不同层次伴奏区域的力度，从而使音乐伴奏更加

灵活，贴合演唱者的需求，这也是平衡的一种体现。在声乐作品中，

前奏以及中间的间奏、尾奏为单独演奏部分，因此对钢琴伴奏人员

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要求钢琴伴奏人员要充分结合演唱者的情感

进行弹奏，进而调动演唱者的积极性，为后续的演唱工作和结尾奠

定良好的基础。在演唱的过程中，唱歌的力度会根据旋律、节奏以

及作品本身的情况发生变化，因此钢琴伴奏者也要及时地调整力度，

使其可以达到平衡的目的。 

（二）音色与伴奏之间的对比、平衡 

在合唱作品中，由于演唱者使用的为美声技巧，因此穿透力极

强，对声部的区分较为明晰，有明确的中高声部，且每一个声部都

会在演唱中利用声乐处理完成情感的抒发，因此要求钢琴伴奏人员

要对此种唱法加以了解，并在分析美声合唱音色特点的基础上调整

伴奏。而若是民族唱法的伴奏工作，则更多的是情感的营造以及旋

律的烘托。与合唱中的美声唱法不同，此种唱法在中高声部划分上

较为模糊，会运用演唱人员之间的合作完成声部的展现，因此在音

色上更加具备独特性特点。钢琴伴奏人员需要针对民歌以及歌剧种

类的不同掌握不同类型的音色以及唱法的特点。例如在民歌演唱的

过程中，钢琴伴奏需加大对民族风格的凸显，使其与演唱者形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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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在歌剧演唱过程中，由于对腔体的使用更多，因此在音色上

与美声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可以使用美声处理方法完成钢琴伴奏的

优化。 

声乐钢琴伴奏中经常会与合唱以及重唱加以配合完成作品。以

上两种唱法均不是个人完成，而是大量的人以团队的形式加以展现。

其中重唱中 为常见的便是二重唱以及三重唱，而合唱中则为同声

与混声两种类型。对比以上两种唱法来看，在参与重唱钢琴伴奏工

作的过程中，需要演奏人员进行音色的贴合与模仿，进而配合管弦

乐完成角色的转换，且普遍音量声音较大。而在合唱过程中，由于

人数较多，因此演唱声音会在穿透力的基础上呈现音量较大的特点，

为满足平衡性的需求，演奏人员应适当加大音量，且尽可能的使音

色变得更加清脆，配合合唱中的浑厚音色。对于钢琴伴奏人员来讲，

无论是合唱还是重唱，其演唱者大多数为专业人员，因此钢琴伴奏

人员也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增强音色与音量掌握的能力，使钢琴

琴声与演唱可以达到平衡与统一[3]。 

四、钢琴伴奏中独奏与伴奏之间的对比、统一 
（一）前奏与伴奏的对比、统一 

在声乐作品中，前奏是指主旋律之前的演奏内容，是整个乐章

的引子，主要作用在于烘托乐曲的氛围，营造良好的音乐环境。因

此在前奏的过程中，要更加突出个性化特征，掌握好声部的层次，

确保每一个和弦的精准度，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帮助演唱人员进入到

作品情感中。此外在力度掌握方面，伴奏人员要注意在前奏与伴奏

之间的部分应该进行弱化处理，以此给予演唱者进入主旋律的契机，

在此过程中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增加一些减慢的乐谱处理，具体形

式的选择要结合作品状况加以分析。 

（二）间奏与伴奏的对比、统一 

在钢琴伴奏过程中，若是歌声停止则钢琴伴奏人员需要利用钢

琴的声音演奏中间的作品片段，即间奏内容。间奏在整个作品结构

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通常为情感的衔接与过渡，是一种对音乐

内容的完善与补充。当音乐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出现变化情况时，

若是没有间奏则无法完成转换工作。通常情况下，两个音乐片段之

间的间奏内容在结构上会更加凸显，需要承接上一片段的情感并引

入下一部分的钢琴伴奏。因此在完成间奏部分的过程中，钢琴伴奏

人员结应合实际情况完成旋律、力度的对比，进而实现段落的转换。

在间奏中，虽然演唱者停止了演唱，但是钢琴伴奏却需继续进行，

此时的伴奏便成为了独奏。因此在艺术效果上要加大关注，这会直

接影响到后续演唱者的情感表达。若是没有处理好间奏，则很有可

能会在此过程中出现听众走神等情况，这对于钢琴伴奏来讲是极为

严重的一种情况，因此钢琴伴奏者不可以忽视间奏的重要性。间奏

之后的钢琴伴奏主要是为了给演唱者提供准备时间，若是之后的音

乐内容较为平缓则不需要单独进行钢琴伴奏的处理，而若是后续的

部分为整个作品的高潮区域，则要在间奏的过程中做好氛围的烘托，

为后续的高潮部分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尾奏与伴奏的对比、统一 

在完成主旋律的伴奏之后，钢琴伴奏的内容被称之为整首音乐

作品的尾奏部分。尾奏在作品结构中的主要作用为深化和总结，直

接关乎作品的完整性，因此需要与前期的钢琴伴奏内容达成统一。

一个高质量的尾奏内容会给听众一种圆满的感受，实现艺术性的升

华，而在此过程中钢琴伴奏人员则应该注意，由于尾奏部分演唱者

已经结束全部的演唱内容，因此听众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在弹奏

尾奏的过程中若是草率的结束则会影响此种状态，破坏音乐的艺术

性以及完整性。因此只要音乐没有完全结束，便要全新投入到尾奏

的演奏中，帮助演唱者继续抒发作品的情感，以音乐独奏的形式持

续调动听众的情感，使听众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受。 

五、演唱者与钢琴伴奏合作中的平衡与统一 
（一）树立正确积极的艺术观念 

任何一首作品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都是由歌曲与伴奏两个部

分组成。对于钢琴伴奏来讲，若是没有细致的分析乐谱内容，则无

法明确伴奏在整个作品中不同环节的作用情况，难以有效的起到氛

围烘托的目的，这就会使 终作品无法以 佳的状态加以展现。而

对于演唱者来讲也是一样，若是不能够了解伴奏的相关内容，则不

能够科学地完成作品之间的配合。所以要求演唱者以及伴奏人员在

合作之前要树立正确的统一观念，并增强艺术意识，本着对作品负

责的态度加以配合，共同完成作品。 

（二）日常练习合作中的平衡统一 

钢琴伴奏在与声乐演唱人员合作之前，双方应各自完成乐谱以

及作品内容的分析以及研究，为后续的对比、平衡以及统一奠定良

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伴奏人员需要以演唱者的角度分析乐谱细节，

之后按照伴奏原则规划好每一部分的伴奏时间。在得到乐谱之后，

钢琴伴奏者要加大对作品类型以及体裁的了解，直至能够在不依赖

乐谱的基础上完成作品的演奏才能够达到标准。在合练的过程中，

演唱者应提出自身对于气口以及演唱速度的规划，伴奏者则要根据

演唱者提出的注意事项加以标记，调整乐谱演奏规划。在合作的过

程中，双方应该先顺一遍乐谱内容从而了解双方的演奏风格，在没

有其他建议的基础上增强熟练度，并在练习的过程中加大对细节的

处理，例如间奏的衔接、尾奏的设计等。 

（三）舞台表演合作中的平衡统一 

在舞台表演的过程中，实现完美的和谐统一较难，因为会受到

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演唱者以及钢琴伴奏人员的紧张情绪等。

虽然在舞台表演的过程中钢琴伴奏者需要顾及很多方面的细节，但

是也要平稳情绪加大对前奏、间奏以及尾奏的关注，并充分调动自

身情感融入到伴奏内容中，使作品真正实现演唱与伴奏的对比、平

衡与统一。总之钢琴伴奏者应该与演唱人员加以合作和配合，全身

心地投入到每一个环节的伴奏过程中，这样才能够更高质量的展现

终的音乐作品[4]。 

结论： 
综上所述，钢琴伴奏与演唱者在演绎声乐作品的过程中必须要

科学地处理好内在的对比、平衡以及统一，以此融合二者的艺术方

式，完善作品内容，进一步凸显作品的艺术感染性以及内在价值。

在此过程中要求钢琴伴奏人员应加大对作品内容的分析与研究，并

在演奏过程中不断结合演唱人员的艺术处理情况加以调整，继而确

保艺术作品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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