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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坚定文化自信，就要怀揣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坚定文

化自信，就要掌握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坚定文化自信，就要为

艺术繁荣贡献力量，具有传承文化的信念和信心。声乐是一门把艺术化

的语言与科学化的嗓音相结合，塑造出鲜明生动、悦耳动听的听觉形

象——歌声，来表现语意高度凝练的歌词及典型化、情感化的旋律音

调，借以抒发思想感情，并进行二度创作的表演艺术。它不同于哲学和

社会科学，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感人、以美引人、以声育人。随着

时代的发展，作为一门综合表演艺术，声乐表演需要演唱者把肢体动

作、情感、气质、神态等和谐地融为一体。表演者只有具备扎实的舞台

表演实践经验，使声乐表演符合好听、好看的审美原则，将美好的歌唱

与“形神兼备”的舞台表演艺术相结合，才能使歌声传神、使表演更加

形象化。

近年来，我国艺术教育不断发展，各大高校纷纷开设声乐表演课

程，声乐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也在为声乐表演理论的完善与实践创新不断

努力。目前，高校声乐表演配套教材比较缺乏，且所使用的教材在科学

性、艺术性、民族性、代表性、实用性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尤

其是较规范的、具有创新性的、带钢琴伴奏谱的声乐表演教材更为少

见。因此，我们编写了本书。

本书内容共分为两大模块：模块一即第一章，为声乐理论篇，介绍

了声乐表演的基础知识；模块二为第二章至第八章，为声乐曲目篇，分

别介绍了中国民歌、歌剧选段、古诗词歌曲、美声歌曲、音乐剧选段、

流行歌曲和合唱歌曲的演唱基础知识，并提供了大量有代表性的、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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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的曲目。书中参考曲目数量多且风格多样，并具有系统性，曲目全

部选用钢琴伴奏谱，便于演唱者学习和借鉴，对提高演唱者声乐学习的

兴趣及驾驭曲目的能力有一定作用。

本书由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潘华、赵璐任主编，李建玲、江慧、刘娅

任副主编，上海市静安区汾西路幼儿园赵亚参与编写。具体编写分工如

下：潘华负责编写第一章和第八章；赵璐负责编写第四章和第五章，并

负责全书统稿工作；李建玲负责编写第三章；江慧、赵亚负责编写第二

章；刘娅负责编写第六章和第七章。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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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明确声乐表演的概念。

掌握声乐表演的礼仪。

理解声乐表演设计的六个方面。

掌握声乐表演的案头工作。

声乐是一门音乐与语言相结合的表演艺术，在表现方式方面与非表演艺术有着明显的不同。比

如文学作品、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创作出来后就可以直接与读者见面，无需任何中间环节。绘画作品

也是这样，画家画完一幅画，就完成了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无需任何中间环节就可以供人欣赏。

而声乐表演艺术则不同，它必须通过表演这个环节，才能把声乐作品真实地传达给欣赏者，实现声

乐作品的审美价值。声乐表演是联系声乐创作与欣赏的中间环节：一方面，它担负着创造性地再现

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从而促进和推动音乐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的使命；另一方面，它通过演唱者的表

演为听众提供审美享受，进而提高和影响听众的音乐审美能力与情趣。声乐表演是人类用于抒发情

感、交流感情的一种自然而普遍的艺术形式，其直接、亲切与感染力强的特征容易引起人们心灵的

共鸣。然而，声乐表演的学习却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演唱者除需要进行声乐演

唱理论的学习外，进行舞台表演实践尤其重要。演唱者对声乐表演进行学习时，始终要将美好的歌

唱与“神形兼备”的舞台表演艺术相结合，这样才能使歌声传神、使表演更加形象化。因此，每个

演唱者都应从形体、面部表情、眼神、手势等基本功入手，做好声乐表演前的案头工作，了解作品

类型、认真分析作品、把握好作品风格，才能塑造符合歌唱内容的舞台形象，才能使观众产生共

鸣，获得美的享受。

第一讲　声乐表演的基本功和对声乐作品的二度创作

《毛诗大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声乐表演是一门融歌唱与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一般来说，词作者将内心深处的灵

感和触动用文字记录下来，曲作者将词作者的感情予以理解和剖析，再根据歌词谱写出匹配的曲

声乐表演的基础知识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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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最终形成声乐作品。而作为表演艺术的演唱，则通过演唱者的歌声和肢体语言来传达歌曲所

要表达的情感内容，以及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自身内心所要表达的情感活动。

一、声乐表演的基本功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如果演唱者在声乐实践中对表演并不重视，那么演唱者就容易

变成发声的机器、技巧的奴隶，从而失去声乐表演艺术传递美、表达美的这一本质特征。要想唱

得“好”，不仅要有“动听的声音”，还必须辅之以相应的表演来体现。在声乐表演中，表演者

只有做到声“形”并茂，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充分挖掘作品的艺术内涵，并真实演绎作品，才能

通过表演来“抓住人”，其效果才能感人至深。因此，声乐需要表演，演唱者要用优美的嗓音、

生动的表演来塑造声情并茂的艺术形象，从而达到声乐表演的目的，而这需要演唱者具备以下几

个方面的基本功。

1. 娴熟的歌唱技术

歌唱技术是表达作品的前提，演唱者学习歌唱技术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作品。演唱者只有在树

立声乐审美这一意识的前提下，让歌唱技术与艺术表现性这两者达到辩证的统一、合理的结合，

才能更好地表现作品的内涵。这也是声乐艺术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

2. 优秀的语言能力

声乐是语言化的音乐，语言作为歌唱的基础，要求歌曲的演唱者必须对歌词的语言进行全

面、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演唱者要了解汉语的语言结构特点，掌握汉语的语音规律，演唱中把语

言和音乐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歌唱艺术活动。

3. 得体的形体动作

任何表演艺术都离不开形体动作，形体动作是创造生动的舞台形象的重要手段。声乐艺术

虽然主要依靠歌唱的音响去调动人们的听觉，但同样需要通过形体动作的表演来辅助或烘托声情

并茂的艺术创造。在声乐表演中，演员的形体动作必须符合演员及其所要表现的角色的年龄、身

份、性格特征，符合音乐的节奏和发展规律，且动作的出现真正做到情动于中而形于外，而不是

故作姿态、画蛇添足，或动作与歌曲的风格不协调，或整体风格不统一等。

4. 全面的文化艺术修养

声乐是集文学、音乐、戏剧于一体的表演艺术，它要求演唱者既要有娴熟的专业技能，还要

有全面的文化艺术修养。明末清初著名作家、戏曲理论家李渔说：“欲唱好曲者，必先求名师讲

明曲义。师或不解，不妨转询文人，得其义而后唱。唱时以精神贯串其中，务求酷肖。”这段话

揭示了歌唱与文学修养的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在歌唱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对歌曲文学性内容的理

解和阐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演唱者要想在舞台上站住脚跟，就必须在台下刻苦地

练习基本功。

二、对声乐作品的二度创作
声乐表演是对声乐作品的二度创作。所谓二度创作，就是对声乐作品的再创作。词曲作家

完成的只是声乐作品的谱面艺术表现，要把词曲作家的创作意图用声音和情感准确、传神地表现

出来，则要依靠表演者的二度创作。英国指挥家亨利 · 伍德在其所著《论指挥》一书中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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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是写下来的没有生命的音符，要通过表演来给予它生命。”观众对歌曲的欣赏正是通过演唱者

的创造性表现来实现的。因此，表演者的二度创作是极为重要的。演唱者不但要完成乐谱谱面的

演唱，更重要的是要将声乐作品的内在含义充分、准确、有效地传递给观众，揭示作品的深层内

涵，并且融入自己的艺术个性，更加深刻地表现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演唱者不仅是词曲作家

所写歌曲含义的诠释者，而且是音乐的创造者。

演唱者的二度创作需要把握和尊重原作与发挥、创造的统一。既忠实于原作又创造性地表现

原作，是声乐表演艺术二次创作的原则。演唱者首先要认真研究作品，通过自己的演唱和创造性

的表现，把纸上的乐谱变成具体的艺术形象，完成艺术再创造的全过程，使人们感知作品的思想

内容，并从中获得艺术上的满足。

演唱者应在一度创作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演唱者要通过歌声把作品的思想感情与意

境表达出来，转化为有声的艺术形象。这就需要演唱者充分理解歌曲的思想内涵与意境，对作品

的内容进行认真的研读和准确的诠释。

总之，声乐表演作为第二次创作，是赋予声乐作品以生命的创造行为，它不仅要忠实地再现

原作，而且有可能通过演唱者的二度创作对原作予以补充和丰富，使声乐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

获得超出词曲作家预想的效果，这正是声乐表演作为二度创作的本质意义所在。

第二讲　声乐表演的基本礼仪

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一直是艺术表演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声乐表演过程中，演唱者懂

得声乐表演的基本礼仪，才能进行神形兼备的舞台艺术表演。在音乐会或歌舞晚会中，演唱者

的上场演出和谢幕下台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的学问。上场演出和谢幕下台也是整个音乐会或

歌舞晚会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歌唱演员上场与谢幕的好与坏，直接关系着观众对演员的表演

是否欢迎。因此，在进行正式的声乐表演前，演唱者要对声乐表演的基本礼仪有所了解，并在

实践中不断钻研、探索，严格要求自己，通过舞台来展现自身良好的修养与素质，给观众留下

美好的印象。

一、不同演唱场合的基本礼仪

1. 音乐会中的基本礼仪

音乐会是一种具有专业水准的演出形式。这类场合通常较为严肃和正式，演唱者应注重声乐

自身的魅力，表演中不宜用很花哨、夸张的形体动作。很多音乐会的声乐表演都是定点演唱。但

是如果是个人的独唱音乐会，就要注重运用不同的表演形式，使不同节目之间有一定的对比。

在音乐会演唱歌剧咏叹调时，要主次分明。演出过程中，主角请嘉宾出场，嘉宾站在中间靠

前鞠躬，主角不用鞠躬，两人对视后，主角请示音乐起奏。如果是嘉宾先唱，主角则往后退，侧

身站立，让出空间；嘉宾唱时主角可看着嘉宾，两人的调度不能太多，两人依据中线进行调度。

结束时，两人手拉手一起谢幕，然后嘉宾请主角向前，主角鞠躬；主角再请嘉宾向前，主角后

退，嘉宾鞠躬，两人对视后，请嘉宾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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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歌舞晚会中的基本礼仪

歌舞晚会也是一种正式的演出形式。歌舞晚会更强调活跃的气氛、多样的形式、与观众的互

动等方面。演员在表演时要注意镜头、话筒的运用，要与观众进行交流，运用表演手段与观众互

动。如果是群唱，事先要做好排练工作，演员之间要商量好，不能各自为政，表演手段也不要重

复，拿话筒的手要统一。

3. 广场音乐会中的基本礼仪

广场音乐会很多时候是商业演出活动，这就要求演员放下身段，提炼、设计所要表演的作

品。在表演过程中，演唱者与观众的互动要讲求方法，可运用舞台步伐、身体的动作甚至跳跃等

大幅度的运动；演唱前或演唱间隙，可以选择说些喜庆祝福的话，走进观众席，采用与观众握

手、打招呼等方式来活跃现场气氛。由于广场音乐会的场地较大，演唱者与观众交流时要适当地

顾及各个方位的观众。如果是两位或两位以上演员同时上台合作表演，其中一位演唱时，另一位

一定要与演唱者或观众交流，切不可傻站着。在广场音乐会中，演唱者还要重视对作品表演效果

的预估，不让观众失望。

二、不同声乐表演环节的基本礼仪

1. 上场的礼仪

演唱者登台上场，就是“登台亮相”，要给观众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演唱者走上舞台时，要看

起来亲切、谦逊、热情，创造一个融洽的气氛，步伐要稳健、大方，身体可微向台面转，使观众有

呼应感；在台上站定之后，可以有短时间的调整，低头默想、昂首向上是被允许的，但不允许眼神

飘忽、东张西望；准备好之后，要有明显的起势，然后，可侧身向伴奏者微颔首以示开始。

女演唱者出场一般穿高跟鞋，走路时应前脚掌着地，这样不容易摔跤，出场时呈 45°角朝

向观众，下巴微抬，面带微笑，两肩放松打开，步伐轻盈。女演唱者如果穿小裙子，可拖地直接

走，以不踩着裙子为好；如果穿大裙子，可用右手拽住裙子一角，走之前用脚踢开裙子的前撑，

以防摔跤，走小半圆的弧线到前舞台中央时放手将裙子自然散落在身后。

男演唱者出场步伐以自然为准，两肩放松打开，出场时呈 45°角面向观众，下巴微抬，挺

胸，面带微笑。

2. 演唱的礼仪

音乐响起，演唱者要迅速进入状态。在演唱过程中，演唱者要重视对不同方位观众的平衡照

顾，如果不使用固定话筒，要尽量避免“定点演唱”，要根据作品运用区位和朝向调度，注意走

的地方和面向的方位。演唱者看观众眼神的方向一般是上扬 15°。演唱时的表演要有节奏感，做

到收放自如、动静结合，肢体动作和眼神要有变化。

3. 谢幕的礼仪

表演不能虎头蛇尾，谢幕也是表演的一个重要环节。歌唱结束，当观众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时，演唱者应及时返台继续歌唱，并且热情大方，以最大限度去满足听众的期望。歌唱完成不等

于表演完成，在观众鼓掌期间，演唱者要以积极状态示人：女演唱者可双手打开，微笑，定格；

男演唱者可双手打开，眼睛由左到右再由右到左扫视，然后面向正前方。等掌声平息时，演唱者

可眼睛看向观众席，可向前方鞠躬致意，也可以向左前方、右前方都鞠躬致意。在手势上，男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