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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便可以将其称之为声乐作品的原始形态，此种创作方式并不
是物质的形态，而是思想领域中的作品（隶属于声乐作品创作者中
的属性）。
2. 基本形态
声乐作品是创作者将创作的欲望和灵感进行融合，然后采用文

字和符号的形式，将其记录了下来，这便是声乐作品中的基本形态。
基本形态虽然已经从初级发展到高级，准确而言是对其实行不断的
改进和完善，一直到定稿的过程，但是所存在的方式都是以物质形
态作为主体。
3. 转换形态
当声乐表演艺术在使命感的感召下，从决定将某部声乐作品搬

上舞台开始，一直到舞台的声乐艺术表演，这样的准备阶段便将其
称之为准备阶段，简言之，是再创作阶段的强调。此过程便是声乐
作品转换形态。由于这样的转换形态方式，必须要以原始形态作为
基础，再加上声乐表演艺术家的再创作过程和成果，从而某种层面
上而言，是思想、意识、观念、感悟方面展开相应的活动，是属于
思想领域中的东西，而不是物质形态的存在。
4. 完成形态
声乐表演艺术家承载力声乐创作者的理念，以及自身再创作的

劳动成果，通过应用声情并茂的方式，将作品进行很好的完成，这
样的完成过程，便是声乐作品的完成形态。声乐表演艺术在此种情
况下适宜物质的形态展现 -- 活生生的人（物），真切的情（态）、
真实的存在的声音。

通过以上对声乐表演艺术的基本概述，从声乐表演艺术的发生、
发展、存在形式的转变，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使人们能够清
晰的认知到声乐表演艺术中非常重要的四个环节。以及形态以两大
类存在，并且彼此之间深有联系，彼此之间存在共同促进的发展规律，
这样便充分的体现了声乐表演艺术所具有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从而
使人们清晰认知到了声乐表演艺术的本质，因而会尽最大努力，将
其做到完善化。这样不仅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还原声乐作品的形态，
还更加的突出了个性化创作所得到的劳动成果，最终完成声乐作品
的完成形态。

声乐作品的原始形态，虽然能够将情感进行生动性的表达，准
确而言是，随心所欲表达自身观点，但是仅仅只能体现词曲家的自
我感知，所以不会具备传导条件和创作目的实施条件 [1]。

声乐作品的基本形态，虽然通过原始形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了
相应的记录，但是变成规范性的骨架 -- 乐普，这样便导致了其已经
失去了创作本身的有益，这样规范性的骨架所能表达的，只是毫无
生命力科研的乐普符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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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表演艺术中，声乐艺术是最古老的，同时也是人们非常喜欢的艺术之一。声乐表演艺术能够受到人们普遍性的青睐，

主要是因为声乐表演艺术具有大众性、观赏性、历史性，不同风格具有不同的展现特点。总而言之，声乐表演艺术能够直接与

表演者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声乐作品要想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必定是作曲家、作词家、歌唱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尤其是终端

的艺术效果，一定是非常优秀的歌唱家，通过不断反复的创作，而得到的作品。因此，牢牢把握声乐表演艺术再创作的审美原

则非常重要，同时也是从事歌唱艺术专业人员，在完成自身使命过程中，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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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表演艺术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声乐表演艺术将众
多的学科融合在一起，主要有美学、声学等，而声乐表演艺术之所
以能够得到成果，主要是因为能够给人带来严重审美体验。因此，
需要对声乐表演艺术的本质和审美体验的基本原则，进行相应的分
析，然后以此作为基础条件，将声乐表演艺术的审美体验做进一步
的提升，从而使声乐表演艺术更加富有内涵和生命力，进而使声乐
作品表演艺术具有更好的艺术性和欣赏价值。
一、声乐表演艺术的含义

从人类艺术发展的历程角度而言，声乐艺术一直以来都具有自
身独立的艺术表演形式，声乐创作者和声乐表演者通过融合的方式，
将其进行很好的呈现，使其更加富有含义，若是将其进行比喻，那
么是工艺流程中非常重要的两部。从哲学审美角度来讲，可以理
解为在尊重历史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过程。声乐作品创作者若
是通过演唱者和表演者完美融合，那么必定会使声乐作品的再次升
华，进而可以向更多的人群传递其中含义。而演唱者的再次创作则
需要以声乐作品为依托。以上的描述便是声乐表演艺术所具有的基
本属性。

完美的声乐表演艺术不仅承载了表演对象的期望，还是通往音
乐殿堂既神圣而又庄严的列车。在表演对象面前扣人心弦的表演，
绝对不是一台曲谱翻译机或者是曲谱符号组合音响发声器，而是蕴
含了多种含义（历史背景和时代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传
承；不同社会与个人），展现的是丰富的内心情感和多种及多层次
的情感裂变。通过演唱者各种发声技巧的应用，呈现了多种形体的
交流方式，将声乐创作者的意图进行充分性的展示。尤其是展现表
演者所具有的独特精神以及风格特点的内涵。
二、声乐表演艺术的作用

根据声乐表演艺术所具有的特性，可以对声乐表演艺术的整个
历程进行剖新。从声乐艺术表演的起源、演变历程、到舞台展示及
呈现在观众面前。引发表演者对象思想上的转变，以及心灵上的感
应。假发表演者对象丰富的想象力和满足感，从而使审美能力可以
得到有效的提升，声乐表演艺术能够对社会起到促进的作用效果。
1. 原始形态
声乐作品创作者是通过一定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人文氛围

中，然后结合自身的三观、思想意识、审美观念、阅历中的深切感
受、综合积累等各方面因素结合，所创作的作品。这样一种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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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作品的转化形态，在此过程中，最为艰苦、复杂系数高，
同时也是永无止境，更为重要的是是最伟大、最有意义的工作形态。
不仅要秉承原始形态和基本形态的本质和框架结构，还要赋予其更
加具有创造性的生命力，这样才是再创作的核心任务。

声乐作品的完成形态，主要是展现声乐表演艺术的最终内涵形
态，它是以声乐表演艺术家自身为基本条件，通过血肉之躯和震撼
人心的力量，来完成令人十分动容的作品，从而使艺术效果达到最
佳状态 [2]。

声乐表演艺术主要发挥的作用是社会性，声乐表演艺术是有效
连接声乐作品创作者意图和创作对象之间的主要桥梁。声乐表演艺
术一方面承担着创造性能够再现创作者的声乐作品，有着促进和推
动声乐创作的重要性使命；另一方面是通过精美绝伦的表演，为表
演对象提供审美上的享受，进而对人们的审美产生影响，有效提升
人们的审美情趣。声乐表演艺术主要的作用，是将这两个有关的环
节进行连接 [3]。

声乐表演艺术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对表演对
象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虽然在此过程中，无法有效排除声乐表演艺
术的自娱性，但是从声乐表演艺术本质层面上而言，任何声乐表演
艺术都是将声乐表演艺术合理传达个表演对象作为主要的目的。声
乐表演艺术具有崇高的使命感，通过声乐表演艺术的方式，将其中
存在的魅力沁入人们的心灵中，使人们在音乐的享受过程中，因在
音乐的熏陶之下，产生心灵上的震撼，思想境界上的升华，领悟生
活的真谛，进而激发人们营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画面 [4]。

声乐表演艺术是作为艺术再创作的形式呈现，使音乐作品创造
得到准确、完美的呈现。与此同时，在有条件之下，可以将声乐创
作者的意图，通过艺术表演的方式将充分的展现，从而实现实际的
音乐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不断的检验和校正自身创作的构思，
对社会效果进行充分性的体察，然后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改进，进而
对后人的创作产生渗透性的影响 [5]。

在对声乐表演艺术的内涵和特性，以及作用有效全面性的认知
以后。该项事业的崇高性中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必须要对其进行深
入化的研究。因此，必须要遵循声乐表演艺术的自身法则，这便是
声乐表演艺术再创作的审美原则，是每一个声乐表演艺术家、教育
家、评论家、理论家，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规避的文图，并以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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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指导艺术实践理论的基本性原则。
三、声乐表演艺术的各种审美原则：客观性、真实性、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因声乐表演艺术具有再创作的特点，所以会兼顾多方面的形态，
其中包含的有：原始形态、基本形态与转化形态、完成形态等，并
使二者之间能够形成协调统一的方式。客观性、真实性具体指的是
对声乐作品的意识形态与基本形态进行实际再现的效果 [6]。因为任
何一部声乐作品，都会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并且是在规范化范围
以内的重要产物，所以会在体裁形式和表现内涵方面存在诸多的局
限性。如同对文章进行理解的过程中，要做到“知人论世”，而对
于音乐作品，需要对音乐作用创作的文化背景和风格有一定的了解，
准确把握好声乐作品表达的内涵。是再创作的首要基本条件，同时
也是声乐表演艺术能够获得客观真实的重要保障 [7]。

在对声乐表演艺术真实性和客观性追求的过程中，乐谱是作为
基本研究前提条件。乐普是作曲者意图直接记录所得到的，随着记
谱法不断的完善，大部分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更加倾向于将创作
意图进行相应的标示。因此，对于作曲者写出的乐谱要进行深入化
的研究与揣摩，这样对声乐表演艺术客观真实的表演非常重要。但
是，并不意味着将乐谱作为唯一的参照依据，把对声乐表演艺术的
真实客观局限在乐谱观点揣摩上 [8]。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乐谱固然
十分重要，但是不应该将其孤立化的处理。而是要对作品的时代背
景和风格范畴有全面性的研究，做到不偏不倚的状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声乐表演艺术是声乐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交流的桥
梁，主要发挥的是中介层面上的作用。准确的说是，声乐表演艺术
是对声乐作品创作者审美意识形态的再现，通过表演者美轮美奂的
演绎，从而使其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审美感受。从历史和传承意义
层面上而言，声乐表演方式是声乐作品传承的最佳方式和途径，它
不仅可以使作品本身具有深意，还可以通过不同风格的呈现，达到
不一样的效果，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表演者与声乐作品的再次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