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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像画画或者摄影摄像那样具

体直观，只能利用音符去传达创作者的情感和意图，这种艺

术形式比较抽象，且不同听众的感受与理解也存在个体性差

异。歌唱者深刻再现创作者的情感，并及时传达给听众，让

听众获得声音和情感的双重享受，是声乐艺术一直在追求的。

不过，现如今的专业声乐学习中，人们更偏重于声音的训练

和技巧的琢磨。在声乐表演中，声音以情感为出发点，而情

感又以声音为中心，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单方面强

调某一方面，都会难以达到理想的歌唱艺术效果。

歌唱者不仅是在唱歌，还在演绎一段动人的故事。“声

情并茂”表达了对歌唱者的最高要求。完美的声乐艺术，既

包含歌唱者的发声技巧，又传达出歌唱者对于作品情感的理

解。声乐艺术的两种因素是声音和情感，两者以演唱技巧作

为接入点，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本文将从以下几点来阐述

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一、声乐演唱的基本技巧

声乐技巧在整个声乐演唱过程中很重要。如果声乐水平

驾驭不了这部声乐作品，那么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只会被认为

是矫揉造作。这需要长时间的发声训练，将呼吸、发声和共

鸣运用到极致，再通过对作品的感悟和理解，才能做到如行

云流水般的演绎。

1、歌唱呼吸的正确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1）歌唱呼吸的正确方法

鲁索经这样讲过“在所有学习歌唱的人中，谁掌握了正

确的呼吸，谁就成功一半。”歌唱过程中，对呼吸进行灵活，

适当的调整，直接决定了演唱效果的好坏。

唱歌需要借助呼吸来辅助，可以通过锻炼气息，以适应

不同的演唱方式。当前阶段，在所有的歌唱呼吸方法中，横

膈膜式呼吸法的运用频次相当高，通常也将此方法称作胸腹

式呼吸。此方法指的是，在胸腔、横膈膜和腹部肌肉的共同

配合下，对气息进行合理控制。此方法的优点为，在歌唱过

程中，将呼吸器官的能动性充分激发和调动起来，胸腔、横

膈膜与腹肌彼此协作，相互支撑，实现了对气息的有效控制。

其所追求的是，平稳、灵活且流畅的与嗓子形成良好的配合。

此呼吸方法有着鲜明的呼吸支点，音量及音域出现了较大的

扩张，各种声音彼此协调，全面统一，呈现出了丰富且强大

的声音表现力。

（2）歌唱时应注意的问题

呼吸时应注意准确地、灵活地运用呼吸方法。歌唱者必

须熟知发声技巧，按照情感变化和发声要求，适当地安排换气，

如：在一部作品的缓慢处，自如地呼吸即可；速度一旦加快，

就需要获得更多的气息，这需要鼻子和嘴巴的共同配合；演

唱高音时，为避免喉部过度紧张，得利用大量气息，保持横

膈膜的稳定。

2、歌唱发声中应注意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大白嗓问题及解决办法

很多初学声乐者对正确声音没有概念，对于低音区、中

音区和高音区全部采用真声去演唱。这种演唱方式是通过挤

压喉部肌肉发声，声音出来细而窄，并且发散不集中，长此

以往会损坏声带。

解决大白嗓问题要建立正确的歌唱状态，要用科学的发

声方法进行训练。在低音区，采用真声进行演唱，并积极调

动胸腔，这样出来的声音浑厚有力且有穿透力。在中音区，

采用真声和真假混合声去演唱，至于从真声转换到真假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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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换声点根据每个人的嗓音条件去实际操作。这种演唱方式

能突出每位演唱者声音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同一种音色。高

音区就采用假声来演唱。

（2）喉头问题及解决办法

我们常常听到声乐老师提醒说，打开喉咙。非专业人士

可能会简单地以为，这不是张嘴吗？当然不是，深呼吸，喉

头下降，才能真正打开喉咙。打开喉咙能使气息顺利通过，

获得足够的共鸣空间，再运用不同的发声技巧，打造美妙而

多元的音色。但是，如何在唱歌时找到喉头呢？其实，我们

模拟下平时打哈欠的状态，就能感受到它的位置。

打开喉咙能够获得共鸣空间，但是其大小关乎音色、音

量和音域。如果喉头上提，共鸣空间不够，就会挤压喉咙。

这样产生出来的音色尖锐、刺耳，音量相对不大，声音传的

范围偏小。想要对喉头上提的问题进行控制和解决，应该从

多个方面寻找突破点，在此期间，心理因素发挥了极大的作

用。初学者通常会因满足于挤压喉咙产生的明亮音色而窃喜。

但对于专业学习来说，不能止步于所谓亮的音色，而忽略进

一步的学习和多种歌唱技巧的运用。通过对喉咙和腔体的了

解，在实践中运用打哈欠去找准喉咙、舌头和下巴的配合方式。

同时，强化训练来获得足够的气息支持力，满足歌唱所需。

（3）歌唱过程中共鸣的问题

乐器并非生来就有动听的声音，需要发音体和共鸣腔体

的共同作用。通常，发音体本身的声音单薄无力，但是，通

过共鸣作用，就能发挥出其独特音色。声带是发音体，通过

呼吸所产生的气流来使之发出声音，这个声音单薄无力，但

一经过身体内部空间引起震动，就会形成共鸣现象，从而获

得更加美妙的声音。

唱歌过程中，在首个共鸣区就要将喉咙打开，通过口咽

腔发声。歌唱时，喉咙能否打开对吐字发音的精准度产生了

关键性影响，这也为胸腔和头腔共鸣奠定了坚实根基。在训

练声乐技巧的时候，任何训练方法都要求歌唱者放松自己的

胸部并力求胸腔的饱满。有些人会错误地以为，要获得胸腔

共鸣，就需要胸部用力。其实，恰好相反，这会使发声过重。

胸腔共鸣向头腔共鸣过渡期间，会经历鼻腔共鸣的过程。

只需要通过哼鸣，感受发声的高位置，就可以打造头腔共鸣

空间。我们应该明白，鼻音和鼻腔共鸣并不一样，歌唱过程

中，对面部的共鸣腔体进行了运用，而非在鼻腔内保留声音，

鼻腔并不具备较大的空间。鼻腔空间扩张过程中，应该将气

流量调大，将气流速度调高，让声音能够向头腔顺利流入，

营造共鸣之感。

头腔共鸣对高音及声区统一的问题进行了很好的化解，

声音共鸣在此聚集，也有面罩共鸣之称。头腔共鸣在高声部

运用得较多，但绝不可以脱离口咽腔和胸腔。这三者相互作用、

相辅相成才能创造出优美的歌声。

（4）声乐演唱中的咬字问题及解决

在演唱民族声乐时，咬字问题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咬字

吐字正确且清晰的情况下，观众方可对歌曲内容有一个更加

全面，深入的了解。

①字头、字腹、字尾问题

汉字音节通常都包含了声母（字头），韵母（字腹、字尾）

这些元素。演唱过程中，字头不占有较长时值，停留时间相

当短。在汉字发音中，字腹占据了主体地位，耗费了较长的

时间，对声音质量产生了极大影响。发音过程中，以韵母口

型为依据，进行了开、齐、撮、合这四种口型的划分，这四

种口型分别以喉、齿、唇、满口为着力点。字尾指的是发音

结尾处，字尾能够收好的情况下，便形成了归韵。

②字头、字腹、字尾问题的解决

（a）咬字头

字头咬字过程中，应该维持紧密状态。咬字头应该注重

口腔磨合力的适度强化，“出字”时要能够富有力量的喷弹，

出字前，对口腔的闭拢部位进行精准把握，喷弹出字过程中，

爆发力是必不可少的，借此从口中将字音顺利送出去。咬字

必须要“正”，在此基础上，运用巧劲，对口腔肌肉进行灵活，

合理的调用。

（b）吐字腹

在歌唱过程中，字腹在整个声音中占据了基础性地位，

这与日常的念字发音存在明显区别。歌唱的声音是否圆润，

通常是由韵母的发声精准度、流畅度和连贯性所决定的。字

腹发音过程中，应该适度打开喉咽部位，咬字吐字过程中，

一方面要拆解字头和字腹，另一方面也要将其一种圆润的方

式连贯起来，字腹吐圆呈现出了某种倾向，自然地向字尾收紧。

（c）收字尾

字音消失前的收尾处称作字尾，是口腔向关闭状态变化

过程中所发出的音素。收韵必须足够轻，以轻巧且柔和的方

式将字腹收至尾音上。字尾通常不占用较长的时值，与字头

相比，比较松弛且力量轻柔。处理技法为：字音结束于字尾时，

适度的削减气息，调小音量且放松肌肉，为后续发音储备力量。

声乐技巧的基础训练艰难而漫长，不要急功近利，而要

循序渐进，有基础才会有发展。在学习声乐知识和技巧期间，

我们一方面要对声音训练给予重点关注，另一方面也应该对

情感表达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声乐演唱中的情感把握



64 青春岁月

1、情感表达在声乐演唱中的意义

情感表达让作品焕发了新的生机，不同歌曲所传达的情

感也是不一样的。作曲家在创作歌曲时都是长时间推敲完成

的，这不像物理化学实验一样需要测量，而是来自作曲家生

活的积淀，是情感体验促使完成的。表演者只有恰当合理将

作曲家的想法表现出来，这部作品才具有灵魂。

情感表达能够传达歌者情感、促进听众的感官享受。恰

当的情感表达能够引起观众共鸣，使听众在陶醉音乐的同时，

与演唱者形成一种无声的默契，从而促进表演者与听众之间

的情感交流。

2、声乐演唱情感表达的方式

要完美地演绎一首歌曲，首先需从作词和作曲入手。第

一步，朗读、分析和体会歌词，从而感受作品所想要传达的

情感。接着，从旋律与节奏入手，将情绪带入歌曲中。另外，

从每个音符的变化来感知作曲家情感的流露。只有通过这种

解读来了解作品内涵，才能更好地传达情感，感染听众。

歌唱者深切理解了创作意图，就能在尊重词作家的基础

上，进行演唱方面的二度再创作。在演唱现场，才更容易将

听众代入。歌唱者将饱满的情感赋予娴熟的演唱技巧中，听

众不仅仅是喜欢歌曲，还会对歌唱者形成一个理解回馈，这

个道理可以从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节目中听众与歌手的

互动里窥得一二。

情感贵在真实，传达不够和表现过度，都属失真。而且，

当人的情绪过于激动，身体僵硬不能放松，这会影响到发声

效果，甚至还带着哭腔。这种情况下，将毁掉专业演唱。因此，

把握情感火候，自如地代入，才能使听众身临其境。如：山

西民歌《梦梦》表达了青春期懵懵懂懂的少女对于爱情的渴望。

少女晚上梦见媒婆给自己做媒，此时演唱时应该表现出含蓄

又向往的情感；之后又露出和情郎哥哥拜天地的喜悦之情；

最后鸡叫一声，天亮了，少女梦醒时的失落，演唱者要处理

好这三段的情感，想象自己就是那少女。这样，观众如同身

临其境，感同身受。

三、声乐演唱中“声”与“情”的结合

声乐演唱中，“声”与“情”相结合，在听众眼里就会

产生“声情并茂”的感觉。这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使用专业

方法长时间练习。第一个方法是以情代声。我曾在大二下学

期对《崖畔上酸枣红艳艳》这首歌曲进行了演唱。在上课的

时候，老师多次强调让我将情感带入歌曲中，但我却很难领

悟到主人公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为演唱这首歌曲带来了不便。

在这之后，老师让我唱这首歌时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与歌曲

联系起来。歌词中“我悄悄地走过去，把酸枣放嘴边”让我

想起了小时候偷吃妹妹零食的场景。这时我领悟到了歌曲的

意境，速度随之缓慢下来，为后面的歌唱部分做了铺垫。所以，

以情代声的演唱，会产生很大的艺术感染力。

第二个方法是以声传情。如何准确传达出创作者的情感，

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需要借助专业的声乐技巧。只有情而

没有美妙的声，那就连歌唱的最基本要求都达不到。只有对

歌唱技术进行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方可将歌曲精彩的演唱

出来并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受。霍夫曼曾讲到：“艺

术自由是以技巧的熟练运用为根基的。”即使演绎得很深情，

但不能用精准的声乐技巧去传递，那样等同于朗诵。要做到

以声传情，必须通过长期不懈的训练，来获取扎实的唱功，

方能在歌唱艺术中做到游刃有余。

接着，就得利用自己的声乐基础，从总体上对歌曲的处

理进行规划，涉及速度、力量、音量、音色和伴奏等各个方

面，以此来演绎出情感的走向。而通过艺术对比，能够强化

情感表达，这一点在高潮和低点的过渡中显得尤为精彩重要。

通过将低点放低，并利用铺垫，来突出高点，从而达到最好

的艺术效果。另外，一些重点字句能对整首作品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对于它们的演绎，需通过咬字的反复琢磨，感情

上的酝酿，来寻求最恰当的表现方式。总之，演唱者逐个攻

克演唱难关，将感情揉进技巧里，反复练唱和改进，才能使

技巧和情感达到有机融合，呈现出最佳的声乐表演。

四、结语

声乐表演的演唱技巧和情感把握，共同谱写了音乐这门

美轮美奂的艺术。而真正经得起岁月考验的歌唱者，必须是

内外兼修，通晓文学、戏剧、诗歌、美术、舞蹈和历史等各

门类知识，方可对各种演唱技巧进行灵活运用，将各类作品

的情感进行全面精准的感悟和把握。片面地追求声音或情感

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在歌唱时把声音和情绪巧妙地结合在一

起，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来体会和实践，这样我们才

能真正掌握声乐这门演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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