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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演唱与钢琴伴奏之间的协调统一探析
许丽花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 对于声乐表演来说，不仅需要演唱者声音动作达成统一，形成一个协调的统一的表演。同时对于声乐演
唱来说，与钢琴伴奏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协调统一。从音乐的美学表演上来说，声乐演唱与钢琴伴奏之间
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完整的声乐演唱，钢琴伴奏的功劳是必不可少的。两者的统一协调性，能够更好
的突出声乐演唱的艺术性，同时钢琴伴奏与声乐演唱两者也是可以互相促进的，只有两者达到协调统一，
才能达成完整的声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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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音乐性、技术等不同的方面。下文对于各种方面
将进行详细的描述。

2.1.1 演唱声音特征与钢琴伴奏的协调
演唱者在演唱作品的时候尽量保持声音特征与钢琴

伴奏的协调性。包含演唱者的声音特征：音量、技术、
风格等。在演唱的时候，声乐演唱者需要注意自身演唱
的风格，例如，民族、美声、通俗等不同的演唱风格的
时候，需要利用发声方式与钢琴伴奏达到一定的协同，
同时钢琴伴奏也需要根据不同的演唱形式进行一定的伴
奏织体的改变。例如，在演唱美声的时候，相适应的古
典音乐的伴奏织体就可以很好的协同，同时在演唱民族
音乐的时候，使用西洋大小调就显得格格不入，可以多
利用演唱旋律的伴奏音以及民族调式的使用。钢琴伴奏
十分弱的时候，声乐演唱过强也会显得格格不入，特别
是对不同的升降以及不同的乐段的处理，都需要钢琴伴
奏者进行仔细的考虑。这就需要其具有相当专业的知识，
有相当的熟练度，能够在演唱表演的时候及时的做出改
变，而不熟练的伴奏者也会打乱声乐演唱者的演唱节奏，
造成表演事故。因此可以进行更好的适应以及协调，以
达到两者之间更好的统一。

2.1.2 演唱音乐性与钢琴伴奏的协调
在声乐演唱者进行演唱的过程中，钢琴伴奏需要有

一定的音乐性；对于伴奏织体协调，需要声乐演唱有
一定的音乐性。当演唱旋律性较强的乐段的时候，钢琴
伴奏进行大规模的音程的伴奏织体演绎，则会显得格格
不入，可以多运用跳音、琶音、延留音等不同的相对旋
律性的伴奏织体来进行协调。当然，在进行引子，结尾
等部分的伴奏的时候，旋律性过于强的伴奏织体也会
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可以采用简单的音程伴奏进行协
调。钢琴伴奏需要通过演唱者表达出来的风格以及音乐
性进行具体的协调。特别是对男中音、男高音、女中
音、女高音等不同的声部进行伴奏的时候，所需的调
的音高以及音程范围都有所不同，需要进行具体的音域
的变化，以协调演唱者自身的音域。在凸显不同的音域
的演唱者进行演唱的时候，不同的类型的声音饱满区域
也各部相同。钢琴伴奏需要突出各个声部所饱满的音乐
区域，在演唱的过程中，不同的音量以及各种不同的
差异性都会有不同的效果，钢琴伴奏需要进行及时的 
变化。

凸显声乐演唱中的技巧，也同样可以为声乐表演起

到铺垫的作用。钢琴的琴键的音程跨度，能够很好的体
现声乐作品中的低音高音，以相对的音准以及和声准备，
为声乐表演做出基础的铺垫。对于完整的声乐表演来说，
钢琴伴奏与声乐表演之间的协调关系，可以更好的促进
声乐表演的完整性。同时对于美学分析来说，声乐表演
与声乐演唱之间的协调统一也属于声乐表演的一部分，
对于这个部分的构建需要声乐演唱者有足够的审美，以
及专业的节奏性、音乐性才能更好的与钢琴伴奏做到真
正的协调统一。

1  声乐演唱与钢琴伴奏之间的关系

目前对于声乐演唱中与钢琴伴奏之间的关系，即是
统一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两者虽然是不同的演绎方式，
但是在同一场声乐表演中却是统一的完整的。在声乐演
唱的过程中，不同的影响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两者之
间的关系。声乐演唱者可以通过钢琴伴奏来获得歌曲旋
律调式的音高、节奏以及线条走向，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同时对于低音高音不同的音域也会有一定的辅助性，不
同的和声性可以提供给声乐演唱更好的、更为完整的演
出性。对于不同的风格，通过钢琴伴奏的基调也可以更
好的了解到整个声乐作品的整体风格。通过不同的钢琴
伴奏也可以了解到声乐作品的具体风格，在各种伴奏之
间烘托演唱的各种的协调性，达到统一的声乐演唱与伴
奏之间的协调关系。特别是钢琴伴奏已经相对成熟，好
的伴奏可以按照不同的乐段以及不同的风格特征及时转
换节奏、旋律线条。目前，钢琴即兴伴奏也非常的灵活，
根据不同音乐之间的旋律以及风格的改变，钢琴伴奏同
样也会随之改变。特别是现今大量乐曲的传入，在风格
不同的基础之上，钢琴伴奏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通过
伴奏织体、和声曲式、音乐美学等不同的学科的分析，
得出完整的声乐演唱以及钢琴伴奏之间完整的协调关系，
不仅只是起到简单的音程和弦的伴奏，通过旋律，通过
分解和弦，乐句的延留音等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完整统
一的风格多变的声乐表演。

2  声乐演唱如何与钢琴伴奏协调统一

2.1 演唱者与钢琴伴奏的协调
对于演唱者与钢琴伴奏的协调统一来说，包含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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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声乐作品与钢琴伴奏的协调
2.2.1 选取合适的声乐题材
对于声乐演唱以及钢琴伴奏来说，选择合适的声乐

题材非常重要。对于不同的风格以及不同的声乐题材来
说，伴奏旋律虽然都在相似的调性、调式之上，可却有
许多细微的小差别。这些细微的差别在舞台效果的放大
之下，就会导致两者出现不协调、不统一的感觉。

例如，在选取舒缓的声乐作品的时候，需要给予相
对弱的伴奏旋律，过于明亮的伴奏旋律，会压倒声乐作
品的声音，导致旋律线条过于明显，声乐演唱就会显得
音量太小，没有协调感。在声乐演唱者演唱的过程中，
美声唱法的传播就源于音乐厅中，需要传递给每位观众
声音，因此美声唱法的音量很大。而民族唱法，婉约的
转音、弱音更能够抓住观众的心灵。对于不同风格的演
唱者进行演唱的时候，钢琴伴奏需要调整自身的音量，
给男高音女高音演唱者进行伴奏的时候，可以进行一定
的跨度，但切勿过低，导致和声跨度过大，出现不协调
性，可以集中补充中间声部，过度到高音声部以及低音
声部的音，为声乐演唱提供合适的伴奏音域。达到音域
上的平衡，和声之上的统一，达到相对完美的艺术表达。

2.2.2 选取合适的伴奏旋律
合适的钢琴伴奏旋律，可以为声乐作品锦上添花。

对于声乐演唱者来说，大部分人都普遍认为钢琴伴奏只
是伴奏，都会选取相对简单的伴奏来图省事。但是往往
忽略了伴奏对于声乐表演的协调性，对于舞台效果来说，
声乐表演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独唱则只有一个声部，
音域的跳跃性不会太大，和声部分则会有一定的空缺，
合适的伴奏旋律可以填补这样的空缺，同时可以更好的
带入观众的情感，抓住观众的感受。许多声乐演唱者在
处理情感的时候，都需要一定的铺垫，而钢琴伴奏则可
以填补这样的空缺，好的钢琴伴奏可以提供一定的旋律
线条，为声乐演唱铺垫一定的情感，许多好的声乐作品
的钢琴伴奏的引子、尾声都会有一定的处理，大量较难
的声乐作品通过钢琴伴奏也能更好让人记得其中的旋律。
许多简单的声乐作品，如果选取非常复杂的伴奏织体以
及跨度较大的伴奏织体，则会显得量变的难度相差较大，
导致伴奏成为主旋律，因此要根据难易程度选择具体的
风格，这也需要有一定的技术上的支持，能够对于简单
的声乐旋律进行好的伴奏，同时也根据较难的声乐作品
能够进行快速的节奏的旋律的变化，以达到两者难度的
统一。声乐演唱以及伴奏对引子、伴奏、间奏、尾声都
是有讲究的，选取了合适的伴奏也需要根据曲子不同乐

段乐句的气口风格进行磨合。每一位演唱者都是与众不
同的，都有自身的演唱习惯，不同的气口以及不同的旋
律处理，都需要伴奏进行相应的调节。因此，适合永远
比优秀重要，适合的伴奏才能够锦上添花，过于繁琐的
伴奏会影响声乐演唱，过快的钢琴伴奏会导致演唱者打
乱自身的演唱习惯，打乱气口以及对于乐句的处理，因此
伴奏需要与声乐演唱者统一速度、换气口以及演唱处理。
声乐演唱者对于乐句是干脆的收音，还是继续拖延音都
需要进行一定的适应，以此达到更好的两者的统一结合。

2.2.3 达到两者的协调统一
对于声乐演唱以及钢琴伴奏之间的统一，不仅是对

于两者难度、风格、形式等各方面的完整的、全面的统
一。想要达到两者更好的统一，就需要选择正确，在选
择之上需要有更好的协调选择。首先，声乐演唱者需要
更深入的了解声乐作品的具体的风格特征，同时了解声
乐作品的和声走向，进行曲式分析，通过不同的分析完
整的了解声乐作品，以达到更好的选取伴奏。通过对于
伴奏的分析，可以更好的促进声乐演唱与钢琴伴奏之间
的统一。两者更好的协调统一，可以快速的带入观众的
情感，钢琴伴奏对于声乐乐句旋律的重复，可以反复多
次的激荡着观众的心灵，同时对于旋律的展开再现也是
对于旋律的变化重复，让观众记住主旋律的同时，具有
一定的新的变化发展，给观众一种新鲜感，也是对下一
句乐句的铺垫。通过铺垫和承接，可以更好的衔接声乐
乐句之间，也是对于声乐作品的连接，达到完整的声乐
作品的统一。

3  结语

声乐演唱与钢琴伴奏之间的协调统一需要建立在钢
琴伴奏者专业的基础之上，以及过硬的音乐感觉之上。
死板的钢琴伴奏，会导致其过度追求节奏旋律，按照普
遍的要求伴奏，也许会对表演过程中的声乐演唱者一定
的影响。对于两者的统一，需要建立在两者适宜协调之
上，通过两者的统一协调进行更好的表演。合适的风格
曲式可以为声乐演唱锦上添花，促进声乐演唱的完整性。
两者的协调统一是声乐完整表演的基础，也是更好的促
进两者之间完整性的协调统一，以此可以促进钢琴伴奏
的迅速发展、声乐演唱者对于音乐作品的理解以及对于
音乐节奏、和声、曲式等多方面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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