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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声乐比赛与人才成长的关系

发布时间：2008-01-14 17:51:25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多种类型、不同主题的声乐比赛应运而生，为歌手施展
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并增进了技艺的学习与交流，与人才的成长、培养、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声乐比赛；人材成长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每年世界上不少地区都会举办一些规模不同的国际声乐比赛。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从
中央到地方，旨在发现和奖掖歌唱人才、繁荣声乐作品创作的多种类型、不同主题的声乐比赛应运而生。最具
影响力的比赛有：国家文化部门主办的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全国声乐比赛、新人新作歌唱比赛；在广州落户的
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主办的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比赛;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除此以外
还有各种行业、系统内部举办的专业或业余歌唱比赛等。无论国际比赛还是国内各层次的比赛，都为歌手施展
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并增进了技艺的学习与交流。因此，声乐比赛与人才的成长、培养、发展、有着密切
的关系。 

  （一）声乐比赛的意义 

  1．何谓声乐比赛？ 

  声乐比赛是歌手竞技的活动，是一种艺术审美的鉴赏活动，也是推动声乐艺术发展的学术交流活动。评委
通过演员的技能展示，根据比赛标准，采用比较的方法做出优胜劣汰的评判。歌手通过评审分析、比较、明确
当前的坐标，进而校准下一步的航向。竞赛过程是歌唱者学习、实践的过程。权威性的声乐比赛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一个时期声乐艺术的发展水平及审美趋势。 

  2．声乐比赛的意义 

  一些优秀声乐人才利用自身的优势，抓住机遇，在赛场上成功展示出自己的声乐表演艺术才华，脱颖而
出，经过市场各环节的推荐和自身的不断努力，成为了歌坛的中坚力量。人们所熟悉的许多知名歌唱家、歌
手，他们歌唱事业的基础几乎都开始于各类的声乐比赛。在我国，从前期的彭丽媛、殷秀梅、毛阿敏到后期的
宋祖英、幺红、戴玉强、吴碧霞、近期的王宏伟、索郎旺姆、雷佳等一批业内外人士所熟悉的优秀的声乐人
才，声乐大赛无不使之熠熠生辉。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正是在一次声乐比赛中荣获头奖，而被米
兰的经纪人吉里亚尼所赏识，从而开始了他辉煌的歌唱生涯的第一次腾飞。所以，声乐比赛对发现人才、选拔
人才、锻炼人才、培养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声乐比赛的举办，经历层层筛选，增加了歌手演出实践锻炼的机
会，也是某些歌手争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最佳途径。一批资质上佳、潜力巨大的声乐人才，通过对歌唱艺术执着
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在各层次比赛中不断进取，朝着理想目标迈进。 

  （二）声乐人才的成长 

  1．什么是声乐人才？ 

  仅仅会唱歌不一定是声乐人才。声乐人才是指具备音乐基础知识、技能，有发声、歌唱语言的知识修养和
艺术表演能力的人。优秀声乐人才应该是指在声乐艺术领域出类拔萃、在舞台上深受大众喜爱的歌唱者，特别
是获得国际、国家、省（部）级重大比赛奖项的人。 

  2．声乐人才的成长 

  当今声乐人才的成长主要依赖学院正规的专业培训及广泛的社会艺术实践。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关键，我国



大多数音乐院校在新时期的办学方向是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并存。所谓大众化教育是培养普及性的音乐人
才，满足社会各阶层对音乐艺术人才的需求；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输送高、尖级的专业音乐艺术后备人
才。在国内外的大型声乐比赛中获奖选手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专业院校的精英们。因此，比赛不仅锻炼人才也
为音乐院校所培养的合格人才进入市场、展示教学成果提供了“窗口”。在培养声乐人才的专业机构，训练歌
唱者参赛也已成为声乐教学的内容之一。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声乐比赛对人才的培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比
如：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的分类，就源自于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十几年来关于
“三种唱法”的概念，无论科学与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鉴赏歌唱艺术的审美观，也已成为实际教学
中的三种类别的专业名称。又如：近年来令声乐教育界关注的、也是在声乐比赛中产生的“吴碧霞现象”。一
个长期学习、演唱中国民族声乐为专长的优秀人才，在以西欧传统发声为准则的国际声乐比赛中，屡屡夺魁。
以她在国内外声乐比赛中深受东、西方声乐专家肯定的成功经验,进一步验证“在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语言、
历史、风俗的客观现实生活的推动下，尽管其歌唱艺术的表现形式各有差异，但是，深呼吸的支持，字正腔圆
的审美，以情带声的观念始终是不同民族歌唱艺术的共同特征”［1］的正确理念。她的参赛体验，使我们在
教学中更重视加强声乐演唱基本功的训练及声情并茂地发展有个性魅力的演唱。再来看由中宣部批准设立的、
2000年新世纪以来举办的中国音乐界综合性专家大奖——“金钟奖”声乐比赛。全部比赛采用了有别于电视大
奖赛的比赛规则，其特点是不分唱法，注重对作品的艺术表达，强调专业演员应有扎实的基本功，以灵活多变
的技艺演唱不同时代、地域、风格的作品。专家大奖推崇了“学院派’ 重视科学的发声准则。周小燕教授曾
指出：“歌唱的方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科学的发声方法。”金铁霖教授也指出：“方法、技巧本身是工具，
唱法是由作品决定的。” ［2］随着比赛实践的进行，这种导向性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于如何更好地继承、发展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新的讨论与思考。由此可见，有影响力的声乐比赛对歌唱艺术的发展具有导向性的作用，并
且直接关联着教学观念和实践的方向。 

  比赛与教学密不可分。一方面声乐比赛检验着教师教学的成果，另一方面，声乐教师利用这个“窗口”可
以与时俱进地洞察声乐发展的新动向，分析、认识比赛的规律特点和标准，在辅导学生参赛及实际教学中，与
我们所追求的教学目标和大纲相比较，研究哪些要修正，哪些需加强；发现有艺术价值的新作品及新颖的演唱
技法和表现形式，去充实教学内容和完善教学计划。比赛与教学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学
习提高过程。 

  声乐比赛对声乐学习者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音乐学科各类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都需要各种途径和多种
手段，将小课堂与大比赛结合施教，全方位地激发学生的艺术灵感，在参赛或观摩中，通过立竿见影的艺术体
验，提高鉴赏力，追求歌唱艺术的完美表达，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播下成功的种子。 

  （三）声乐比赛与人才成长的关系 

  声乐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表演艺术。表演艺术的特性具有双向功能：即歌唱主体的表达、抒发和对客体观
众的刺激、共鸣。所以，只有通过各种演出实践，主、客双方在以歌曲为载体的音乐艺术情感交流中，才能真
正体验和掌握演唱的真谛。 

  参加声乐比赛就是参加一场特殊的演出实践。特殊的原因表现在：交流的对象是专家、评委，他们是挑剔
的、难以征服的观众。歌唱表现相对于一般的演出，要求标准更高，这一特殊实践至少包括：赛前声乐导师的
集中强化训练；赛中声乐演员之间的相互切磋学习；赛后观众、评委的点评及个人通过对成功与失败的总
结……这一系列的，磨练和体验，就促使声乐演员的综合素质产生跨越性的进步。有位法国足球教练说过：
“球队要进步就得去比赛，不仅在国内，应该到欧洲与强队比。”同样，年轻的歌唱演员要在事业上有所突
破，也应该有这种勇于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将歌唱艺术的能力展现在竞赛场上，经受专家、评委和观众的
评审，通过比赛，在交流、对比中不断完善自我。 

  任何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增长均有其循序性及阶段性，每个阶段贯穿着量的积累和发展，量变的一定积累
才可能引起质的变化，声乐学习也不例外。声乐比赛与人才成长的关系，从过程意义上看是循序渐进和飞越的
关系。对于那些处在打基础阶段的声乐学习者来说，掌握科学的歌唱发声方法，形成良好的歌唱状态是学习的
目的，也是未来攀登声乐艺术高峰的基本前提。教学双方应遵循科学的规律，避免出现为参加比赛急于求成、
拔苗助长的不良倾向。既要看到比赛对声乐学习者的提高与发展有利的一面，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歌手所处的
成长阶段，防止出现声乐学习者不切实际的“寻梦”行为，干扰影响规范的教学计划。在不具备竞争实力的情
况下，歌手为了参赛而练习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作品，只能适得其反，形成“不良定型”阻碍发展的进程。应该
用求实、进取的学习心态对待比赛，踏踏实实地掌握发声、语言、表达、音乐基础知识等声乐演唱结构中不可
或缺的基本功，为以声传情、发展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演唱奠定基础。因为“基本功像是树的主干，又像是建筑
物的地基，灵活多样的技巧和多姿多彩、引人入胜又感人至深的艺术表现能力必须在良好、深厚的基本功的基
础上才能形成。”［3］比赛的规则是优胜劣汰、公平竞争，要达到艺术上的飞越，歌唱者在成长过程中要善
于把握规律并切合实际地确立各阶段的奋斗目标，积累参与竞争的实力。常言道：功到自然成。 

  与“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几乎所有参赛选手都希望自己在比赛中获奖。怎样才能如
愿？机会往往偏向那些有准备的人，演员良好的心理操控能力会增强演唱者技艺的发挥；而艺术水平的高低又
直接作用着心理操控，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声乐比赛在竞技歌唱才艺的同时，也在锤炼歌手的意志力，
即为了实现其预定的目标，不断战胜自我，增强自我行为支配的能力。曾在第九届电视大奖赛中荣获民族唱法
一等奖的王宏伟，前后三次参赛，在失望中积极寻找希望，在比赛失利的挫折中成长。经过反思，他调整作
品，走出单纯追求高音等一些艺术认识上的误区，将技术融入艺术表现之中，以声情并茂的感染力征服观众，



 

终于到达了理想的彼岸。扎实的演唱功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走向比赛成功的保证。 

  声乐比赛是对歌手歌唱心理控制、基本功、艺术修养、表情达意能力的综合考验。总之，声乐比赛对声乐
人才的培养、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声乐比赛与人才成长的关系，犹如学生成长中各阶段的考试一样，是
歌唱者向着艺术高峰不断努力攀登的重要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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