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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音乐美学对音乐表演艺术的启示研究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现代音乐美学对音乐表演艺术的启示，此次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文中指出了音乐美学

的概念，阐述了声乐表演中美学应用的原则和特征以及现代音乐美学在声乐表演中的作用，最后强调了现代音乐美学对声乐表

演的启示和意义，现代音乐创作人应该结合音乐美学理论，对音乐作品进行演绎，体会音乐作品的深层含义，才能更好带领全

体观众的音乐审美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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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众的审美水平不断提高，演唱者和创作者应该结合
音乐美学的特点，为观众带来更有价值的音乐作品，演唱者在
对音乐作品进行演绎时要注重对情感的表达，更要有深厚的音
乐功底。在现代美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如何提高音乐表
演艺术，丰富音乐表演的内涵，成为了音乐界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音乐美学的概念

音乐美学研究的是音乐的本质和音乐的内容以及音乐现实
世界的联系。社会不断在进步，人们从物质追求逐渐转变为精
神追求，所以艺术水平应该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才能够满足人们
对艺术的追求，同时，观众对音乐表演艺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表演者除了对音乐作品进行演绎，更需要在音乐作品中融入自
身对于艺术的思考，这样才能够给音乐作品注入灵魂，使它有
了新生命。这种情感的演绎对于表演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
将音乐与表演完美结合，需要表演者必须具备扎实的声乐基础
还有较高的音乐素养，才能搭建起观众与艺术之间的桥梁，通
过表演者的演绎将艺术作品完整呈现给观众。音乐的表演除了
歌唱之外，还能够通过对乐器的演奏，已达到自身情感的抒发。
但是由于表演者与观众对艺术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所以
也导致了音乐的多元化 [1]。
音乐表演是音乐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音乐表演也是艺术

作品传播的途径和载体，而表演者在其中担任着重要的枢纽
作用。

二、声乐表演中美学应用的原则和特征

1.音乐美学在声乐表演中应用的原则
卢梭说：“音乐家的艺术不在于直接描绘形象，而在于把

心灵置于这些对象能够在心灵里创造的情绪中去。”这要求表
演者必须以创作者的心灵情感为基础，在原有的内容上进行表
演创作。必须要结合音乐的创作背景以及音乐内容的文化，进
行升华。在表演过程中，不能仅仅是依靠着乐谱演奏，而是要
结合创作者的情感结合自己的理解，将音乐表达出来，才能够
打动观众的内心，使音乐的节奏充满生命的律动。
其次，音乐是表现了一个时代最鲜明的特点，音乐作品具

有时代特点。随着时代的更替变迁，在音乐创作上也展示不同
的情感表达。所以要求表演者在演绎音乐的过程中，应该注意
历史音乐的与时俱进。通过对音乐作品的时代了解，能够帮助
表演者更好的表达作品，在了解音乐背景时能够通过音符与那
个年代相互连接，在这基础上进行创作表演将现代观众与旧时

相互连接，通过音乐有更高层次的感悟，也是历史音乐与现代
音乐的有机结合。提升表演者的表演技巧和表达能力，给观众
和自身都带来美的体验 [2]。
最后，能够灵活表达音乐的基础是表演者必须具备扎实的

歌唱基础和优秀的表演技巧，同时这也是提升音乐表演的重要
途径。加德纳说：“一个演员必须把台词念得清楚明白，声调
的抑扬顿挫合理，不然那些词语就没意义了。需要做些基础工
作去理解当时的音乐语言传统、当时的重音，但这仅是开始而
已。”如果只有歌唱基础而没有表演，则无法将观众代入到音
乐的情境当中，观众为了更好的体验音乐的魅力而闭上眼，但
是一睁开双眼又回到现实世界，来回跳脱不利于音乐享受。所
以为了更好的表演，才要搭建合适的舞台风格，演唱者要身着
合适的服装，例如，在演唱军歌时身着军装，更能展现军旅生
活和战士的情感；在歌唱戏曲时，身着戏曲风格的服装能够更
好的表达中国戏曲文化；在与儿童演唱儿歌时，身着色彩鲜艳
的服装能够更好的融入童真的世界，更好的表达歌曲。而若只
要表演而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在演唱高难度歌曲时，可能就会
出现高音唱不上去，低音不稳，换气声明显等情况。所以只有
将二者融合在一起，才能够将音乐作品更好的呈现给观众，让
观众在情境中体会音乐的魅力，表演者为达到观众的审美要求，
必须具备扎实的演唱功底和表演技巧。

2.音乐美学在声乐表演中的特征
音乐美学是声乐与美学结合的学科，注重音乐的呈现更注

重美的感受。音乐的呈现主要是节奏、旋律以及曲调的演奏，
而美的感受则是要将音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演唱者表现出
来。音乐作品本身是无声的音符，通过演唱者的表演就变成了
有声的艺术。
表演者在演绎歌曲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音色的转换，曲调的

节奏等将音乐表达出来。例如，《城南花已开》是三亩地写给
一个身患骨癌的粉丝。城南的花开的很漂亮，每一朵都在尽情
的绽放，各种颜色的都有，在阳光的照射下每一个都是那么的
美丽独特，微风拂过花海轻轻的推开一层花浪，很美，时间就
这样静止了，那个身患绝症的少年也会在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的
活着没有病痛的折磨，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看城南的花开，去做
想做却没来得及做的事。整首曲子轻快平和，像春风拂过，像
春光照耀，这首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更多的表达了对美好愿望
的期许，希望在病痛中给予患者更多的勇气，也给很多在逆境
中奋斗的人更多的鼓励。
声乐表演中最重要的是做到协调和统一。因为声乐表演是

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表演形式，在音乐的表演中药有效的将各种
因素统一协调起来，做到声情并茂，才能为观众带来一场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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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替，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简单的依照上一位演唱者
或原唱的表达方式，这只是对音乐表演的复制而没有创新。即
使每天吃山珍海味也会有腻的一天，何况天天听同一首曲子。
所以表演者必须在原有的形式上进行创新
比如《我爱你中国》这部作品 , 从诞生起就被广为传颂。

我们能听到各种不同的版本，当听到国外友人合唱《我爱你中国》
时，能够感受到外国人对中国的热情，中国华侨对祖国的眷恋
之情也深深打动了外国人，所以当我们听到从外国人口中唱出
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时，心中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当老一
辈歌唱家演唱这首歌曲时，我们能够感受从抗战时期走来，从
新中国成立走来，先辈用一生奉献给了国家，见证着改革开放
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同时见证了新时代新中国的繁荣富强，
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内心。可见，同一首歌曲，也会因为演唱者
的不同而给观众带来不同的听觉感受。

3.声乐表演中音乐美学释义学的应用意义
时代的发展促进了现代美学的发展 , 使得现代美学出现很

多的分支，音乐表演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虽然其研究的
时间相对较晚 , 但是却为现代美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音
乐美学在 20世纪末被纳入到音乐的表演艺术中 , 通过声乐表演
艺术的发展促进音乐美学的发展。此外 , 声乐表演的时代性比
较强 , 能够与时代风气和社会背景进行有效的结合。

四、现代音乐美学对声乐表演的启示和意义

音乐是对真善美的表达，是对生命的歌颂。创作者在创造
时对作品倾注了深厚的情感，不论是悲伤、愉悦，对生命逝去
的惋惜还是对希望的向往，都能通过音符和旋律感受出来，当
我们能够理解创作者的思想情感之后，就能够正确认识音乐表
演的演绎形式。通过演唱者的演绎传达正确的思想，观众才能
对音乐作品更为尊重，对艺术充满崇高敬意 [4]。只有对音乐美
学有更高层次的认知和理解，才能对音乐作品更好的诠释。

五、结语

综上所述 , 音乐表演艺术是音乐美学的一个分支。新时期
下 , 声乐音乐的表达也需要多种声音和思想 , 所以年轻的音乐人
也不能将自身的思想局限于乐谱和乐器中 , 而是要注重对现代
音乐风格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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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视觉的盛宴，传达音乐的魅力。

三、现代音乐美学在声乐表演中的作用

1.音乐美学理论对音乐创作具有指导作用
音乐美学对音乐审美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许多音乐

学其它学科的研究也都需要有美学高度的观照。正是由于大量
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得不到美学高度的指导，才出现了现实领域
中的混乱甚至是破坏，制约了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可以这样说，
音乐审美实践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是与音乐美学学科没有充分
发挥作用有关的。而在音乐艺术事业发展中，音乐美学之所以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推动作用，是与其学科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
相关的。音乐美学研究中的大量问题都与音乐审美实践密切相
关，与日常音乐生活密切相关，音乐美学不是高深难懂，而是
高深易懂，在学习音乐美学时应该深入浅出，在进行音乐创作时，
应该遵照着音乐美学的规律 [3]。
例如，我国在建国初期时的音乐：《东方红》，歌颂了毛

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求发展，歌曲曲调斗志昂扬；到
六十年代的《南泥湾》，歌唱着祖辈耕作成就了南泥湾现在的
美好情景，歌曲曲风充满着对老革命一辈人的赞扬之情；在到
七十年代《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时候人民生活的质量已经很
大幅度得到了提高，丰收的喜悦也是涌动在每一个人心头，歌
曲曲调更多是对丰收的喜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法国印象主义音乐风格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音乐作品听起

来是优美的音乐，实际上让人感受到的却是一幅有着壮丽之美
的图景。壮美的音乐有其独特的整齐有序、铿锵有力的节奏，
形成一种刚劲有力、英勇、威武、粗犷的音乐形象，音调激昂
向上，表现出人们坚定的意志和勃发的精神风貌。如《战台风》
这首乐曲是有感于工人与台风搏斗而作的一首筝独奏曲。全曲
气势磅礴，形象鲜明，表现了码头工人顽强不屈的精神，充满
着力量和感染力；交响音乐《梁祝》，综合采用交响乐与中国
民间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深入而细腻地描绘了梁祝相爱、抗婚、
化蝶的壮美情感与意境。每一个时代的歌曲都表现着当时人民
的生活情境，用音乐美学结合时代背景创作的音乐才能够成为
人人传颂的歌曲，是流传的经典。

2.音乐美学理论在音乐表演上的应用
音乐美学理论注重对音乐作品的表达和情感的共鸣。世界

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即使是同一首歌曲的演唱，也会因为
表演者的不同感情而表现为不同的表演形式，也会因为时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