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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平 

对比——所有艺术创作中塑造鲜明典型形象的一种有效的艺术表现手法，有人称其为“艺术的超级武

器。”它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那么，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在对待声乐作品的二度创作中，如何更好更有效地运用对比因素及手法和一度

创作一起，充分地揭示作品内容，完成一度创作作品已有或有待挖掘的思想情感内涵来进行教学与演唱，

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旋律对比    这是作曲家常用的创作手法。有时强调旋律性，有时强调节奏性，有时是跳跃的短节奏，有

时是舒展的长节奏，从而形成两个段落的对比。作为演唱者就是要能够感受并发现作曲家运用旋律对比的

这些要素和特点，自觉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声乐技巧，主动并充分、准确地表达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如

《中国朝前走，》全曲气势磅礴，充满动感和张力，典型的进行曲风格，主要是有力的节奏型音调，而

“风是我们的歌，雷是我们在吼”处理的则是舒展的旋律性曲调，旋律在低声区级进迂回。这种整体与局

部旋律上的对比，增加了音乐的情趣，丰富了音乐的整体形象。演唱者在演唱时就应有意识地去表现与处

理好这种对比。如整体按进行曲风格去处理，要求节奏铿锵有力，咬字既有弹性更有力度，在节拍重音上

咬字要有有力的喷口，情绪充满自豪感。而对于中间的舒展性的旋律则应突出旋律线条的流畅，连贯和圆

润。 

旋律是音乐中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要素，如莫扎特所说“是乐曲的灵魂”。任何一个旋律都是许多间连接

而成。由于这些间按劳取酬上行、下行、平行等方向和级进与跳进方式连接并形成了起伏的线条，即所谓

的旋律线。这些旋律线进行的方式。不仅构成音乐起伏的轮廓，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表情达意的基本要素和

对比材料。我们在这些流动的音符中，在这些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的乐句（乐段）间，细致入微地去表达

音乐和情绪和旋律进行中的这些方式本身，才有可能深入到声乐作品中的每个构件中去，为完整地，完美

地表达一件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弄清楚旋律线的进行方式及其表情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平行即重复进行，这种进行方式表面看来似乎一目了然的简单、平淡。但它却具有自己独特的运动特征。

当第一个音发出时需要一定的力度，当这个音重复时，为保持前一个音已达到的力度水平就需要增加力

度，持续重复下去势必造成力度的不断增加，随着力度的不断增加，紧张度也逐渐增加。这种平行进行的

大量的声乐作品中经常出现。人微言轻演唱者在演唱平行乐句时，应起码做到二点：一是力度的渐强，二

是旋律线的连贯。 

级进是一种沉稳的相邻两个音之间的连接，向上级进一般呈现力度、紧张度的持续增长；向下级进一般呈

力度、紧张度的逐渐缓解。在级进面前，演唱者就是要把这种“音的走势”自觉地突出出来。 

跳进是一种跃动的间隔一个以上音之间的连接。由于跳进需要较大的力度支持来完成。较之级进有较强的

力度变化。不同的跳进其张力不等，又构成了跳进间的对比变化，因而有较宽泛的表现力。根据跳进的属

性和不同的音乐风格及不同的字音搭配，演唱时对这种跳进的表现在声音上就会有不同的要求。如《北方

的星》句首“5”到“高音1”的四度大跳，演唱时应加大“1”的力度，以突出“一座高高的楼”的音乐

形象，而接下来的一句“里面住着未婚妻”，虽旋律同第一句，演唱者则不能去强调这种大跳的效果，而

应通过圆滑的声音尽量去抹平这种因大跳带来的旋律棱角，从而达到旋律气质与歌词内容相一致的目的。

当然，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相同旋律以不同的声音的处理而造成的一种对比。在有些民族风味的创作歌曲

中，如《说句心里话》，句首便是一个八度大跳，是一个娓娓道来的“开腔”，演唱这样的音程就不能突

出这种大跳所带来的高强撂度，而是从较低的音滑向较高的音，抹平这个旋律的棱角。 

对于演唱者，我们有意识地去知觉和无意识地去知觉，在表达一首声乐作品时，其演绎作品的水平、效果



及其深度是大相径庭的。 

音色的对比    这是各类音乐作品都会运用的对比手法，以器乐合奏作品的音色对比为甚。由于乐器的种

类很多，各有不同的音色，作曲家在配器时总是充分运用这种乐器的单一音色和几种乐器的复合音色，进

行相互对比，使音乐形象表现得更加鲜明更加生动。各种乐器的独奏都会运用其细微的音色差别进行对

比，如二胡就有内弦、外弦、空弦、拨弦、泛音等层次丰富的音色差别。人声也不例外，如强声、弱声、

半声、半弱声、“大假声”……。而能否驾驭住音色的种种细腻的感情变化，是检验一个歌手的歌唱和音

乐感觉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音色是歌唱家的“生命”。声音的表现力，主要是指歌手声音的感情魅

力。演唱者要善于且能够熟练地运用不同的音色为表达歌曲内容服务。以《黄水谣》为例，作曲家根据不

同的音乐情绪，配以不同的人声，从而取得不同的音色对比。第一乐段用优美、明亮的女声齐唱，展现出

人们在美丽肥沃的土地上安居乐业，辛勤耕耘的祥和景象。第二段则用男声齐唱，在较低的音区唱出粗暴

悲痛的音调，与前段形成鲜明的对比，充分地表达了我大好河山被敌寇践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义

愤填膺的情绪。这种利用不同人声的音色对比的合唱编配，为我们把它作为独唱曲来演唱，提供了很好的

音色等对比的范例。 

强弱对比   是演奏、演唱时重要的对比手法。美声唱法在传统的声音训练中，把掌握在一个音上的强弱

变化技巧，强调为关键核心，可见强与弱，渐强与渐弱技巧之重要。其它如声音的起伏、疾缓、明暗、收

放等表现手段，无不与强弱变化这一技巧紧密相关。一个人的音量在其有效音域里一般共有六个力度级、

pp  p  mp  mf  f  ff，力度级之间的倾向进行即构成渐强与渐弱。在最低音上唱f 和在最高音上唱歌p

这都是十分困难的高难技巧。我们在演唱一首作品时，决不能句句、字字都用同样的力度来唱，而要在一

乐句中有意识地突出其中某几个重要的词义。在一个乐段之时，也不是要每句平分秋色，而是在重要乐句

上施加力度。这样可使重字重句突出，又有轻重抑扬的对比因素，使听众对全曲有所理解，并能抓住重点

加深印象。因此，轻而知重，平中出奇的对比手法是音乐表现的重要手段。那种只顾声音位置，不懂如何

运用对比手法表达感情，主次不分，平均对待的做法是出力不讨好的。反之则会事半功倍。如《黄水谣》

中段“奸淫烧杀一片凄凉”处的旋律。“奸淫烧杀”用强音唱出愤怒的情感，而“一片凄凉”的“一”字

比强音开始立刻转为弱音，由愤怒转为凄凉，这就是一种合情合理，效果很好更为感人的力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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