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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声乐演唱中的情感表达
彭菊珍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云南昆明 650021）

【摘 要】 “情”是“声”的灵魂，所以在实际的声乐演唱中能够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对于声乐演唱来说，最高的
艺术境界莫过于声情并茂的表演。因此演唱者在声乐演唱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声情并茂、感性与理性相
结合这一基本原则。通过以板传情、以身传情以及以“腔”带情这些基本手段，将声乐作品中无声的音
符化为情感饱满、艺术形象生动的音乐形象，对声乐作品创作者的作品情感内涵和思想主题进行恰当的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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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它本身可以说是一个鲜活的乐器，当它融入某种情

感的时候，就会在声乐演唱中获得肢体上、面部表情上

的配合，帮助演唱者将自己的演唱水平更好的发挥出来。

1.3 使演唱者的演唱感染力更强
声乐演唱者在实际演唱表演过程中，实现以声动人、

以情动人的声乐表演是演唱者需要达到的演唱艺术效果。

因此声乐演唱者在表演过程中必须要融入自己对演唱作

品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到声乐作品的情感之中去，这样

才能使听众一方面能够欣赏到演唱者娴熟的演唱技巧以

及优美的歌声；另外一方面也能够使听者产生情感共鸣。

演唱者在声乐演唱过程中，真实情感的表达会使台下的

听众拥有较为强烈的心灵感应，使其完全融入、沉醉在

美妙的歌声之中。

2  声乐演唱中情感表达的基本要求

2.1 感性和理性相融合
声乐演唱过程中，对作品的情感表达更多时候是根

据声乐作品的情感内涵、创作背景、艺术风格以及思想

主题进行再次创造和升华，是一定程度上感性和理性思

维的结合。在进行声乐作品情感表达过程中，要把握适

度、恰当的原则，如果演唱者不能够对自我情感进行较

好的控制，只偏向于“情”的表达而缺少了“声”的传

递，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违背声乐表演的最基本的要求。

此外，没有节制的情感释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演唱

者的情绪造成干扰，使得展现给听众的整体效果受到严

重影响。因此声乐表达一定是需要获得情感表达方面的

理性指导的，仅停留于感性阶段是难以实现较好的声乐

演唱效果的。在演唱声乐作品过程中，必须要在较多的

感性内容里面渗透进理性的光辉，确保演唱者能够牢固

的把握演唱的主动权。

2.2 处理好声与情的关系
在声乐演唱中“声”与“情”，这是声乐作品情感表

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将“声”与“情”这两者的关

系处理好，是实现理想的声乐作品情感表达的基础。而

声乐演唱要想达到最为理想的境界，就需要从字清（咬

字、吐字清晰准确）、声情并茂、声美以及情真等多个

声乐是通过人声演唱，对声乐作品的情感进行表达

的音乐形式，是一种语言与音乐的有机结合。在声乐

演唱者的演唱过程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主导作用，它是

“声”的灵魂，对于声乐演唱表演来说，达到声情并茂是

最高的艺术境界。而演唱者对声乐作品的情感表达，一

方面它是源于演唱者对声乐作品意境、歌词以及旋律等

方面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也是作者对声乐作品所展开

的丰富的艺术联想，在声乐作品演唱过程中，演唱者只

有将自身的情感体验以及生活经历恰当地融入到优美的

声乐演唱之中，才能够达到主客交融、声情并茂这一艺

术境界。

1  声乐演唱中的情感表达的重要性

1.1 使声乐演唱更具生命力和活力
声乐演唱它要给听众展现更好的艺术魅力，就需要

演唱者对声乐作品进行恰如其分的情感表达。一方面给

听众带来动听优美的歌声；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让听众感

受到丰富的声乐作品的情感，从而使听众能够对声乐作

品实现更好的欣赏的目的，能够达到这样的声乐演唱效

果才能算得上优秀的声乐演唱。然而要达到这样的标准，

一方面需要演唱者拥有较为灵活的、熟练的演唱技巧以

及优美动听的嗓音；另外一方面还需要演唱者能够对声

乐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进行准确的把握。在实际的声乐

演唱中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对声乐作品中的丰富情感尽

可能的诠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台下的听众对声乐作品

所包含的真情实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并且才能被音乐

的强大魅力所吸引。

1.2 使声乐演唱者拥有较好的演唱状态
如果演唱者能够在声乐作品的演唱中融入个人对声

乐作品的感悟和思想感情，就能够达到一种轻松自如、

酣畅淋漓的声乐演唱状态，并且在演唱作品推进过程中

演唱的状态会越来越好。在这种状态下，演唱者会感觉

到全身心的投入，而听众也会更加融入于演唱者的声乐

表演中去，与声乐演唱者产生较好的情感互动，从而使

得整首作品的演唱具备较强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之所

以在声乐演唱中能够拥有这样的演唱状态，主要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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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进行把握。因为优秀的歌唱家，不仅需要拥有优

美的嗓音，同时也需要具备声乐作品演唱中较为精湛的

技巧，能够对各种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进行演绎。比如，

澳大利亚的一个女高音歌唱家琼·萨瑟兰，她的嗓音如

行云流水，清亮剔透，她在气息控制上也达到了较为熟

练的程度，能够对各种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进行演绎。

琼·萨瑟兰总是能将非凡的技巧同丰富的感情融为一体，

华美淳厚的嗓音总是会让人感到整个世界都明亮起来。

所以被称为“美声女王”，被授予英帝国勋章女爵士称

号。然而在声乐作品的演唱过程中，仅仅拥有优美的嗓

音以及较为成熟的演唱技巧是还远远不足的，一方面不

能够将声乐作品中所包含的音乐境界以及思想感情进行

完美的诠释，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使听众产生较为深

刻的情感共鸣，所以在演唱中要将“声”与“情”这两

者融合好才行。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苔巴尔迪，她是当

代公认的音色最为完美的女高音歌唱家，拥有“天使般

的美丽歌喉”，她的音质纯净，运声灵活多变，极富表现

力，这主要是由于苔巴尔迪在演唱中对于“声”与“情”

的关系处理很好，演唱时能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中，把

“声”与“情”融合为一体，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音乐

风格特色。曾经有音乐家说过，在声乐的表演过程中，

演唱者所拥有的精湛技巧是要为内容服务的，只有将声

乐作品的内容在演唱者的演唱技巧中进行更好的融入，

这样的声乐演唱才会具备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生命力。曾

经有歌唱家对《乐府传声》这首作品，提出了以“情”

为重、声情兼备的艺术主张，并且认为演唱者对声乐作

品的表达如果不得其情，就不能够对声乐作品的性格特

征以及思想情感进行完美的呈现，因此演唱者在声乐演

唱过程中，必须要抛弃矫揉造作、虚情假意的情感表达，

在声乐演唱中将作品的喜、怒、哀、乐一系列情感真实

的表达出来，才能够使听众产生较为强烈的情感共鸣，

获得良好的艺术效果。

3  声乐演唱中的情感表达的方式

3.1 以“字”传情
声乐演唱，它很多时候都依靠曲调以及语言相结合

的方式，来进行声乐作品的艺术形象塑造以及作品思想

情感的表达。而要进行音乐形象的良好塑造，其前提条

件就是要拥有较为纯正的发音：咬字、吐字、归韵和收

音。我国的汉字是一字、一意、一音。字音它包括复韵

母、声母以及韵母还有抑扬顿挫四种类型的声调，这些

因素使得我国的汉字语音非常的微妙复杂，这一特性使

得声乐演唱中拥有了较特殊而具体的“字”的要求。一

方面要求演唱者通过特定的艺术表达方式，结合相应的

语言规律来对声乐作品进行诠释。另外一方面，还要求

演唱者做到在咬字清晰这一前提下，去对“字”的韵味

进行揣摩，从而能够通过较为优美而清晰的方式来对声

乐作品内容进行表达，使声乐作品的情感得到更好的抒

发。纯正准确的声乐演唱发音，它是声乐演唱艺术的基

础，通常来说，字的发音包括字尾、字头以及字腹，在

声乐演唱发音的时候，要保证字尾发音清晰，字头发音

准确，字腹发音稳重，只有对字的发音进行正确、准确

的处理，才能够将声乐作品的特定情感明确、清晰地表

达出来。

3.2 以“腔”带情
在声乐演唱中，较为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其中包

含了行腔和运腔，它能够较好的对声乐演唱的地方进行

特色展现，能够对千姿百态的声乐演唱情感进行展现。

同时，行腔与吐字、咬字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因此演

唱者在声乐演唱中必须要灵活的处理好“腔”与“字”

这两者的关系，熟练的运用豁、叠、滑、抖这些运腔方

法来使得自己的声乐演唱声腔圆润动听、演唱流畅舒展，

吐字更为准确、清晰。以腔带情这种声乐演唱的表达方

式是很多的，而最为常见的就是拖腔，这种表达方式能

够使声乐作品的演唱营造出幽远深沉的意境。比如，在

演唱声乐作品《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歌剧作品中的

《思儿》这个唱段时，演唱者可以采用拖腔作为表达方

式，将声乐作品中，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进行细腻的

表达，大大提升音乐的渲染力，使音乐层层推进，深入

人心，将革命时代所特有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伟大母爱

展现的淋漓尽致。

3.3 以“板”传情
声乐演唱这一门艺术，它在更早的时候，是由过去

传统的戏剧、戏曲演变而来的。而传统戏曲唱腔则拥有

垛板、导板、散板、慢拍等主要的特征，在声乐演唱中，

可以结合不同的节奏和节拍，来对声乐作品创作者的音

乐情感和内心情绪进行差异化的表达。当需要在声乐作

品演唱中表达较为舒缓、内在、柔和的情感的时候，通

常节奏和节拍应该通过慢板来进行抒情表达，而如果在

声乐表演中需要表达出急促、激烈、争执这方面的情感

的时候，可以通过快板以及流水板来进行更好的表达。

在声乐演唱中对板的合理搭配，能够使得演唱者的演唱

能够表达出准确、生动、细腻的声乐作品情感，让听众

感觉百听不倦，而演唱者自身也会感觉到百唱不厌。

4  声乐演唱中提高演唱者情感表达能力的策略

4.1 提高歌唱表现力
这里提到的歌唱表现力，更多时候是指演唱者在进

行声乐演唱过程中所具有的作品表现能力。也就是说演

唱者在表达作品时的思想感情以及在演唱技巧方面的歌

唱表现力，它是演唱者性格、气质、人生阅历、艺术修

养、思想、情感等方面综合的体现。在声乐演唱中，只

有演唱者将情感表达和演唱技巧实现较好的融会贯通，

才能够将声乐作品最理想的艺术魅力展现出来。然而较

好的歌唱表现力，并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掌握的，而

是必须要经过声乐训练以及长期的舞台表演的过程中去

进行不断的塑造和提升的。首先作为声乐演唱者来说，

他必须要在演唱基本功方面有较为扎实的基础，在日常

的声乐训练中，需要通过对演唱技巧能力进行有意识的

调节和控制、提升，将自身的舞台演唱技巧训练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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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意识的行为，这样才能够在实际演唱中把内心情感

在声乐表演中与作品进行更好的融入与发挥。其次，声

乐演唱者应该对自身的音乐修养进行更多的强化、提升。

这主要是因为声乐演唱它不仅是一种声乐行为，更多时

候也是一种文化行为。

4.2 把握不同的演唱风格
演唱者所拥有的审美意识，很多时候都会和整个社

会的审美心理、历史传统、宗教信仰以及社会习俗存在

较为紧密的关系。我国民族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并且

地域辽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拥有了具有较为独特

的风格的音乐以及多样化的民族音乐风格。比如，我国

的陕北民歌，通常都会给人一种粗狂洒脱、率直真诚、

热情大方、高亢而悲凉，却非常豪放的感觉，陕北民歌

《信天游》能够让人们体会到陕北强烈的苍凉的气氛，还

能够让人们对陕北人民的粗犷豪放的个性有一个切身的

体会；在我国江南地区，他们所创作的民歌通常都会具

有音色清秀、温婉细腻、含蓄优美的特点，比如，江南

民歌《绣荷包》，能够让听的人感受到音乐委婉的旋律，

感受到江南民歌的细腻和婉约；而我国新疆地区所创作

的音乐作品大多都具有较为鲜明的节奏，给人的感觉特

别热情、活泼，比如，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这

是一首非常具有朝气与活力的声乐作品，同时在作品中

还带有一缕神秘的意味，此外幽默感十足；在我国北方

的蒙古草原，人们所创作的声乐作品字少腔长、音调嘹

亮悠扬、节奏自由、具有辽阔的草原气息，意境非常的

开阔，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比如，

蒙古民歌《赞歌》，它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高亢嘹亮，并

且让人感觉非常婉转悠扬，这充分体现了北方内蒙古人

民豪放勇敢的特点；而在我国的西南地区藏族民歌，会

让大家感觉到荡气回肠，能够从歌曲中体会到青藏高原

的大气磅礴，其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声乐作品就是《青藏

高原》这首歌，歌曲较为委婉动听，给人一种雄伟辽阔

的高原气势。

4.3 培养自我演唱风格
在声乐演唱过程中，如果演唱者并不具备长期训练

而形成的演唱风格，那么就不能够带给听众较为深入的

情感体验，也不会具有鲜明的声乐魅力和个性特色。因

此声乐演唱者必须对自身的音乐修养进行不断的塑造和

强化，对自身的演唱水平进行不断的提升，形成具有自

身个性特点的声乐演唱风格。德国女高音歌唱家施瓦茨

科普夫就是一名具有自身较为鲜明声乐演唱风格的歌唱

家，她在自己的声乐演唱中能够将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

化以及哲学思想融入表演过程中去，使得她的声乐演唱

拥有诗一般的韵味，在艺术歌曲演唱上也有极深的造诣。

4.4 深入理解音乐作品
声乐作品它很多时候都是创作者智慧和情感的结晶，

里面较多的包含了创作者的审美情感、人生体验、音乐

修养以及人格理想。声乐演唱过程中所包含的情感表达，

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演唱者对作品的理解存在较为紧密的

关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演唱者对声乐作品情

感进行感知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演唱者实现和音乐作品

交融和对话的过程。因此，在进行实际的声乐演唱之前，

对声乐作品的音乐风格、创作背景以及思想主题等方面

充分的了解，对声乐作品的演唱技法以及情感表现有一

个准确的把握，在充分的尊重声乐作品情感逻辑的基础

上，将作品演唱出来，就是演唱者需要尽可能去做的事。

此外，在实际演唱过程中，演唱者也需要将自身的

对作品的情感体验融入表演过程中去，从而实现演唱者

自身情感与作品创作者在审美意识上的相互交融。比如，

在进行这首声乐作品《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演唱之前，

演唱者必须要对这首声乐作品的思想主题、时代背景以

及创作意图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这首作品的创作者主要

是根据《卜算子》这个作品而创作出来的，而《卜算子》

这个作品，它更多时候描绘的是青年女子对自己爱人的

依恋之情，通过对作品的反复咏唱，将青年女子较为真

挚的相思之情进行表达。因此在《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这首作品的演唱过程中，演唱者既要将作品中相思、柔

美、含蓄、婉约朦胧的感觉展现出来，也要把两情相悦、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出来。

5  结语

声乐演唱过程中，演唱者对作品的表达，实际上是

在艺术层面较为复杂的再创造行为，当前很多的演唱者，

他们并不缺乏丰富的舞台经验，也拥有较为熟练的演唱

技巧，并且自身的音乐天赋也非常的高。然而他们在声

乐演唱过程中，却较少能够带给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使得听众对他们的演唱感觉平淡无味，这主要是因为演

唱者在声乐演唱中忽略了情感体验方面的融入，片面追

求演唱技巧的练习，在声乐演唱中缺乏真实情感的融入。

因此，情感表达在演唱者的声乐演唱表演中是不可缺的，

对听众的音乐作品认同和感知有着直接的影响。演唱者

应该在深入理解作品情感内容和适应主题的基础上，将

声乐作品无声的音符化为情感饱满的、生动形象的音乐

形象，赋予声乐作品较强的生命力，展现出音乐所具有

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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