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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演唱分析
赵碧波

哈尔滨音乐学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50080

摘要：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是近现代以来出现的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 其在音乐和演唱技巧上有着丰富的表现力。

本文从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历程开始，重点探讨它的历史承载、曲风及唱法的特质。紧接着，声乐技艺、演唱

方式和表达技法等多方面透视艺术歌曲的演唱要素，整合歌曲实例进行精深探讨。研究后发现，歌唱艺术歌曲不

止需要娴熟的声乐技巧和音乐理解，更需在深入理解歌曲的文意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将音乐艺术美和文化艺术美

紧密结合。近现代艺术歌曲的演唱例证，揭示了演唱技巧和表现手法的秘籍，可谓是教学艺术歌曲和推广演唱的

重要参考，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增添色彩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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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艺术歌曲确实是音乐文化中的珍品。尤其是近现代

中国的艺术歌曲，其在音乐圈中的广阔影响和发展可谓

明显可见。艺术歌曲吸引人之处在于其丰富的表现力和

深厚的内涵，涵盖了音乐结构和旋律上的独特性，以及

在演唱技巧及表现方式上的独特魅力。演绎艺术歌曲并

非平常的唱歌那么简单，而是需要艺术家深入理解歌曲

内的音乐和诗词，对其进行精细诠释，这就对歌者的技

艺和音乐理解提出极高的要求。目前，艺术歌曲的教育

和研究已在逐步得到重视，但对其演唱技巧及表现方式

的具体研究却寥寥无几。本篇论文的主旨就是深度分析

近现代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技巧，希望能对中国艺术歌

曲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1.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历史演变

1.1 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

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呈现出鲜明的历

史与文化特征
[1]
。20 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以及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音乐界开始探索结合中国传

统音乐元素与西方艺术歌曲形式的新型音乐形式，那就

是近现代艺术歌曲。这一时期，艺术歌曲不仅在音乐创

作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还在传承和创新上实现了重要

的突破。

20世纪初期，五四运动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

化的现代化进程。大量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新文化运动，

中国音乐界也积极响应，音乐家们借鉴西方艺术歌曲的

形式，创造出一批以新诗和改编古诗词为词的近现代艺

术歌曲。这些歌曲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潮，也融入

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抗战时期及其后一段时间，艺术歌曲创作进入了一

个高潮。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作曲家们创作了许多反

映时代精神和人民斗争精神的艺术歌曲，进一步丰富了

艺术歌曲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这一阶段的艺术歌曲既继

承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韵味，又融入了西方音乐的和声与

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艺术歌曲的

发展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创作题材更加广泛，表现手法

更加多样。一方面，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被重新挖掘和

表现；另一方面，国际交流的加深使得西方音乐技法被

更多地应用到艺术歌曲中，这种融合使得艺术歌曲的艺

术表现力和技术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

进入 21 世纪，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在全球化语境

下继续发展，作曲家们不仅在本土文化上寻求灵感，还

积极探索国际化的音乐语言，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国际视

野的作品。这一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从

萌芽到繁荣，再到多样化发展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其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艺术价值。

1.2 历史背景对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影响

历史背景对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发展和演变具

有深远的影响。近现代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剧烈变动。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从封建帝制走向现代化国家

的转型，彼时的历史背景为中国艺术歌曲的诞生和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此背景下，艺术歌曲成为民族精

神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民国初期，西方音乐教育的引入和本土音乐的发展

交织在一起，促进了中西方音乐的融合。大量音乐家在

此期间创作了融入现代元素和民族特色的艺术歌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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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作品既有传统诗词的文学意境，又融入了西方音乐的

和声和结构
[2]
。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艺术歌

曲也成为爱国主义和社会变革的重要表达方式，创作主

题更加多样，既有反映社会现实的，也有讴歌人民生活

的
[3]
。

社会思潮和文艺运动对艺术歌曲的发展起到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五四运动及其后的思想解放潮流，激发

了音乐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他们大量创作出具有启蒙精

神和民主意识的艺术歌曲。文革期间，虽然艺术歌曲的

发展受到了限制，但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一音乐

形式又获得了新的生机，并吸收了更多的国际音乐元素，

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整体来看，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背景对艺术歌曲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造就了其独

特的艺术风貌。

1.3 近现代艺术歌曲的流派风格及其特点

近现代艺术歌曲在流派风格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

征，分别包括民族派、浪漫派和现代派。民族派注重传

统音乐元素的融合，浪漫派侧重情感表达和旋律优美，

现代派则追求创新和实验性。这些风格各具特色，反映

了不期创作思潮和社会背景的变化。

2.近现代艺术歌曲的演唱技巧与方法

2.1 声乐技巧在演唱中的应用

在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演唱过程中，声乐技巧的

应用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声乐技术不仅能够有效地保

护演唱者的嗓音，还能够提升演唱的艺术表现力。气息

控制是声乐演唱中的一个基本技巧。充足而均匀的气息

是保证音准、音色和音量的前提。在演唱近现代艺术歌

曲时，必须根据歌曲的情感和旋律特点，合理分配气息，

做到长句连贯、短句清晰，这样才能呈现出歌曲的完美

效果。

音准和音色的控制也是不可忽视的。近现代艺术歌

曲多具有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旋律起伏，对演唱者的音准

要求较高，必须具备较好的听辨能力和音高控制能力。

不同的歌曲风格和情感表达需要不同的音色，这就要求

歌者具备灵活的音色变化能力，能够通过改变共鸣位置、

声带张力等技术手段来实现。

发声位置和共鸣技巧的应用也是近现代艺术歌曲

演唱中的重要内容。美声唱法中常提到的“头腔共鸣”、

“胸腔共鸣”在艺术歌曲的演唱中同样适用。通过调整

发声的位置，可以使声音更为集中、有穿透力，增强声

音的立体感和色彩变化，从而更好地传达歌曲的情感层

次。

咬字和吐字的清晰度在艺术歌曲的演唱中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由于艺术歌曲通常采用高雅文学作品作

为歌词，普通话咬字清晰、吐字准确不仅有助于听众理

解歌词内容，还能提升演唱的整体文学美感。要注意普

通话的发音规范，尤其是鼻音、边音等容易混淆的音节，

更要加强练习。

在舞台表演中，还要结合身体的自然运动和面部表

情，这样不仅可以增强歌曲的表现力，更能通过肢体语

言来辅助传达歌曲的情感。这样一来，声乐技巧和身体

语言相结合，使得演唱更加具有感染力
[4]
。

通过上述声乐技巧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中国近现

代艺术歌曲在演唱中的表现力，使得艺术歌曲的演唱既

有音乐美感，又具文学意蕴，从而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2.2 唱歌方法的选择和使用

在近现代艺术歌曲的演唱中，唱歌方法的选择和使

用起着关键作用。这种歌曲要求歌手不仅具备扎实的声

乐技巧，还需深刻理解歌曲的内涵和情感表达。歌手应

根据歌曲的风格和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声方法。

演唱时，歌手需根据曲目情感调整演唱方式，如婉

转抒情曲可轻声细语，激情昂扬之作则需强有力声线。

合理运用呼吸技巧亦至关重要，腹式呼吸能支撑长时间

演唱及复杂音符变化，增强声音稳定性和表现力。歌手

还应灵活调整呼吸节奏与力度，以契合音乐节奏和情感

变化。同时，注重咬字吐字精准性，清晰表达每字音意，

更好传达歌曲精神内涵，尤其对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富

文学性歌词更为重要。通过详细分析歌词，理解其背后

的故事和情感，歌手在演唱时才能做到声情并茂，达成

音乐美与文学美的有机融合。

2.3 表现手法对歌曲演唱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演唱中，表现手法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表现手法不仅是声乐技巧的延展，更是

情感传达的核心。歌者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适时的音

量控制和富有层次的音色变化，将歌曲中的情感内涵充

分展现出来。声乐技巧与表现手法的有机结合，使得歌

曲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达到完美，更能够深刻打动听众。

通过对表现手法的精确把握和艺术化处理，演唱者能够

赋予每一首艺术歌曲以独特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3.演唱实例分析及教学推动

3.1 具体艺术歌曲案例的演唱技巧分析

演唱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不仅需要声乐技巧的娴

熟掌握，还需深入理解其音乐和文化背景。以《黄河颂》

为例，这首歌曲以抗战时期的黄河为象征，表现了坚韧

不拔的民族精神和壮烈情怀。在演唱中，应注重以下几

个技巧。

在声乐技巧方面，要求歌者具备扎实的气息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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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声技巧。气息的运用在该歌曲中尤其重要，需要通过

均匀而有力的呼吸支持来表达黄河的波澜壮阔。这不仅

能够为长句的演唱提供支持，还可以在高潮部分展现出

恢宏的气势。声音的共鸣位置也要注意，通过胸腔和头

腔的共鸣，使声音饱满，富有穿透力。

演唱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同样关键
[5]
。以气声与实音

的结合，能够更好地表现歌曲情感的层次感。在歌曲的

开头和结尾部分，采用柔和的气声，体现怀念和祈盼的

情愫；在高潮部分，则用充满力量的实音，渲染出黄河

的雄壮气魄。音域的变化和音色的转换也是需要关注的

重点，如在低音区域保持温暖厚重的音色，在高音区域

则需保持明亮且稳定。这种层次分明的音色变化，能够

更好地传达歌曲的情感内涵。

在表现手法方面，要求歌者能够结合作品的文学意

蕴和历史背景，进行情感的真实表达。演唱《黄河颂》

时，要模拟黄河的奔腾之势，感受到人民在逆境中的希

望和决心。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的适度配合，也能增强

歌曲的表现力。例如，在演唱高潮部分时，通过面部的

丰满表情和适当的身体动作，使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歌

曲所传递的情感。

通过对《黄河颂》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近现

代艺术歌曲演唱不仅需要高度的声乐技巧，还需要深刻

理解歌曲的文学内涵，从而在情感表达上达到高度的共

鸣。这样的演唱分析能够为艺术歌曲的教学提供借鉴，

更好地推动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与传承。

3.2 音乐美和文学美的合成在歌曲演唱中的应用

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演唱不仅需精湛的声乐技

巧，还需对文学意蕴的深刻理解，音乐美和文学美的合

成在歌唱中起着重要作用。演唱者需揣摩歌词背后的情

感与意境，充分表达歌曲文字中的文学美。具体方法上，

需要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理解歌词的意义、情感及其

在音乐中的表现。这种理解有助于在演唱中展现出词句

中的韵味和意境，使听众能够感受到歌曲的文学之美。

在音乐表现方面，音色的运用和情感的表达同样关

键。演唱者通过对音色的控制和情感的投入，将歌词中

的文学美结合到歌声中。例如，在处理歌曲的抒情段落

时，需要采用柔和、流畅的音色，而在叙事性较强的部

分，则需通过声音的变化来表现故事的张力和情节的起

伏。这种音色与情感的结合，使音乐美得以升华。

通过精确的发声技巧、细致的语言处理以及对情感

的拿捏，演唱者可以成功实现音乐美与文学美的合成。

这不仅提升了演唱效果，也为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和深

刻的艺术享受，真正体现了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独特

魅力。

3.3 以演唱实例推动艺术歌曲教学的方法和策略

演唱实例在艺术歌曲教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将具体的演唱实例引入课堂教学，可以使学生更直观地

理解和掌握声乐技巧，并提升他们对艺术歌曲的整体感

知力。另外，通过分析不同风格和流派的演唱实例，学

生能够更好地体会歌曲的多样性及其演唱要领，从而提

高演唱水平。在教学过程中，创设情景和角色扮演有助

于学生深入理解歌曲的情感内涵和文学意蕴。通过反复

练习和教师的个别指导，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演唱能力和

表现力。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捋顺，

以及对其历史背景、流派风格和演唱特点进行深入剖析，

展现了近代艺术歌曲在音乐和演唱技巧上所具有的丰

富表现力。研究进一步从具体的艺术歌曲案例出发，探

讨了艺术歌曲的演唱技巧，指出演唱者不仅需要精湛的

声乐技巧和对音乐的深入理解，还需要对歌曲的文学意

蕴和历史背景有深度的理解。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

推动中国艺术歌曲教学和演唱的进一步发展，且也为中

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创作提供了参考。然而，本次研究

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样本选择上可能存在偏差，

导致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有待提高。对于未来的研究，我

们将继续扩大样本量，以期得出更全面、更具有价值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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