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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声乐表演中的钢琴伴奏

魏津兰

钢琴伴奏是优秀声乐作品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对声乐作

品起着烘托情绪，丰富内容的作用，同时又给与演唱以和声、节

奏、音色的渲染，甚至是对歌声无法完成的内容用另一种表演方

式进行补充、发挥。因此钢琴伴奏者既要在充分理解每个声乐作

品的基础上进行独特的处理,又要积极主动配合演唱，在表现深

度和广度上充分发挥钢琴伴奏优势，使伴奏与演唱融为一体、相

得益彰，达到和谐、完美的艺术境界。

一、伴奏对声乐作品的作用

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声乐作品开头都是会有前奏的，它的作

用在于铺垫；为作品的风格定性；决定节拍、速度、音高等。引导

听众进入一种艺术环境，一种情感氛围，为下面的演出起到铺

路；奠基的作用。

在一段旋律结束后,会出现间奏，它让整个表演进入一个调

整区域、或是转调、或是变换节奏、演唱者也利用这段时间调整

气息,酝酿情绪,准备开始变奏或是华彩部分。间奏如同十字路

口。

最后,尾奏阶段的表现相当于终点.各个段落完成后,作品往

往要在这里达到高潮,演唱者尽情发挥,伴奏者推波助澜。“ 一唱

一和”的默契中产生的艺术美感和震撼力给观众留下了莫大的

享受和无尽的怀念。

前奏,间奏,尾奏是钢琴伴奏需要单独演奏的地方,乐曲中的

难度技巧和一些曲式变化也多出现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些段落相当于独奏表演,两种演奏方式交相呼应使得表演更加丰

满.简单的说:定性;定拍;定速;定调是伴奏对声乐作品最具意义

的作用!

二、即兴伴奏

虽然伴奏的曲谱都是根据歌曲旋律来编配的，但需要进行

极高的灵活性处理。因为就同一首歌曲而言，歌唱者的认识，处

理能力不同，表现出的曲调 速度 风格各不相同。另有一部分歌

曲没有固定伴奏部分，这就要求伴奏者自己进行编配，也就是进

行即兴伴奏。在为歌曲服务的基础上，运用曲式分析、和声、织体

选择等专业性较高的音乐技能来即兴发挥伴奏乐器的优势特点

时，既要有章法，又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即兴伴奏是一种综合能力。首先应具备一定的钢琴基础，按

照教科书的说法，至少应具备相当于车尔尼 599 中期的水平。当

然，实际学习中应使钢琴技术与即兴伴奏技术同步发展。而且，

系统的学习和声也是进行即兴伴奏必不可少的。除了上两门与

即兴伴奏直接有关外，最重要的还是要进行大量的练习与实践。

钢琴伴奏的原理，即是弹奏和声的问题，又不单纯是和声的

问题。在它背后，还有如何选配，用什么方法弹奏的问题，而配和

声又要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这就还要有分析能力和综合应用

能力。因此即兴伴奏是一系列基础知识技能应用于此的具体体

现。它反映了一个人的知识、技能、水平和综合应用能力，这种能

力需要在不断学习，反复实践中逐步掌握和提高。即兴伴奏的构

成有以下要素：钢琴技巧；和声基础；伴奏音型；歌曲分析；综合

应用能力。

a：钢琴技巧：钢琴即兴伴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钢琴

技巧，不会弹钢琴的人是不会在钢琴上弹伴奏的。要明确一点，

钢琴技巧绝不等于伴奏技巧，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以机械

练习为主来再现乐谱内容的，而后者是以创造性的劳动完成歌

曲伴奏的任务，使之成为与歌曲相辅相成的整体。

b：和声基础：即兴伴奏属多声部范畴，当然需要和声基础。

而和声水平的高低又直接关系到伴奏的音响效果和表现力。和

声选择要根据具体的作品需要来考虑，处理好排列法，连接法、

省略音、功能性、色彩性、节奏感、表现力及和弦的结构与和弦外

音，和声风格等等。这在和声练习中有固定的规则，而在实际应

用当中又是很灵活的。有的问题在练习中找不到，而在实际应用

当中又是必须处理好的。因此和声基础是十分重要的。

c：伴奏类型：掌握了一定的钢琴基础，和声基础，就要用一定

的形式进行陈述。伴奏音型就是和声基础应用到具体作品中有

规律的陈述形式，而这个形式是否恰当，怎样才能恰当，应当有

一定的根据。如钢琴的性能，伴奏音型的特点与表现力，演奏方

摘 要：钢琴伴奏在声乐艺术中具有重要作用. 伴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声乐表演的质量。在塑造完

美的音乐形象，营造引人入胜的艺术氛围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二分之一。在现今多种伴奏形

式中,钢琴仍然占据着最为主要的地位.这与它本身所具有的无法替代的优势有关。对伴奏

者提出了诸多的技能要求,如视奏能力，即兴伴奏能力，对音乐风格的理解力和把握力，与

演唱者的配合能力等。我们对此用理论进行归纳总结，使得钢琴伴奏水平在今后的声乐教

学和表演中得到更好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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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伴奏者现有钢琴技巧的水平，应用能力的水平等等，伴

奏效果的好坏，除了和声效果以外就是伴奏音型的应用了。因

此，创造性的选择好、设计好伴奏音型是弹好即兴伴奏所必不可

少的重要内容。

d：歌曲分析：对歌曲体裁、形式、曲式、内容的分析，是能否

恰当选择和声、伴奏音型的根据。就和声而言，调性的明确，半终

止、终止的确定及和弦结构、和声效果、风格是否与歌曲内容相

统一，都是通过对歌曲的分析来确定的。伴奏音型的选择也是要

依据对歌曲的分析。一首优美的抒情歌曲和一首坚定有力的进

行曲，二者的伴奏音型肯定是不同的，就是同一首歌曲在每一乐

段之间以及从呈示发展到高潮再现的处理也是不可能一成不变

的。因此，从伴奏的需要出发，对歌曲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特

别是对伴奏音型的选择与应用更是不能缺少的一个主要环节。

e：综合应用能力：综合应用能力是指钢琴技巧，和声基础，伴

奏音型，歌曲分析四个方面的综合以及即兴的编配，与演唱者的

合作，艺术实践经验等内容。这个能力的培养和锻炼是能否弹好

即兴伴奏的关键。

三、声乐演唱对钢琴伴奏者的要求

a 扎实的技能功底是钢琴伴奏的前提

钢琴演奏本身是一项复杂的艺术思维和实践活动,它是脑力

和体力、技能和技巧、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的综合性艺

术。钢琴演奏需具备一切技能手段,钢琴伴奏更需具备完美的艺

术效果,甚至在一些方面还要超过钢琴演奏的要求。例如:钢琴伴

奏的特殊性,并非只是一人在演奏,它有合作伙伴歌唱者,二者相

辅相成,共同完成一部作品。人声是一种极其特殊的音色,怎么才

能使机械运动发出的琴声与人声完美地结合呢? 相同的一首歌

曲,与不同音色的演唱者合作,钢琴伴奏触键音色是不同的。千变

万化的音色无疑对钢琴伴奏者的技能及多种触键方法的掌握，

提出了更高要求。

b 视奏与移调能力是钢琴伴奏的基本能力

伴奏者拿到新谱后,不论难易,练习时间的长短只取决于正

式表演前的期限.时间短,曲目难,数量多是很正常的事.有时甚至

要一边视谱一边合伴奏以应急需.若是要想提高视奏能力,达到

上手快的目的，就需要在平时多加练习和准备。应急视奏的一般

要领是:A 读谱:从头到尾浏览乐谱，了解风格、调性、难点等，可将

复杂的指法加以标注。B 放慢速度，等熟练后再逐步加快。C 看谱

时要准备好提前量，放宽视觉，迅速向下一拍和下一小节移动。D

紧跟节拍:视奏中首先要顾及节拍律动,跟上演唱者的节奏,并且

多留意低音和和声连接的规律，E 分段练习配合。

由于每位演唱者的自然音域不同,因此快速的移调就是对伴

奏者的另一大要求.移调伴奏能力有两个方面,简谱移调伴奏要

求在钢琴上进行各种西洋大小调及民族调式的键盘和声功能练

习，最重要的是熟悉各调的位置指法，使手位转换自如。可以考

虑将某首歌曲所有的常用调式转换进行练习，音程决不会发生

变化，只是变换手的弹奏位置而已。线谱转调伴奏可以采用向上

或向下推理的办法或自己总结的任何窍门，如:转调后的音位与

原调相同(G 大调转 b 大调,以高音谱号第二线为 G 音)只须假设

“ 已改变了调号”便可以基本上获得直观的移调效果。

c、深入地理解作品是表现音乐的关键

在舞台表演艺术中,由于伴奏者要与歌唱者共同进入“ 角色”,

因此,共同研究作品、加深对作品内容和表现手法的理解，尤为重

要。要加深理解,就必须对歌曲的歌词、旋律、伴奏音型进行深入

地分析，准确把握三者结合的奥妙所在。还要对作曲家的生平、

思想和生活艺术创意,有尽可能透彻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舞

台表演时与歌唱者始终保持统一、融为一体、默契配合、相映生

辉。

例如：舒伯特的《 致音乐》,是一首古典抒情歌曲。歌词唱道:

“ 美妙的音乐,在多少忧愁的时刻,生活给我无情的打击,你却把我

心中的热爱唤起,向我展现出光明天地。”诗人的这一歌词,正是

作曲家人生道路的真实写照,从而激发了他的音乐创作灵感。生

活上贫困潦倒的舒伯特,能置种种无情打击于不顾,潜心从事歌

曲创作,正是由于音乐将作曲家对生活的热爱唤起。为表现这一

内容，作曲家写出了美妙的抒情旋律和甜润的钢琴伴奏。有了对

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的深刻理解, 就能在伴奏时掌握好速度、

力度、气口、句法。前奏中右手的和弦,切不可过分用力,弹得很

响；左手的低音旋律，要模仿大提琴的奏法，深沉浑厚、似吟似

唱；伴奏声一起，就将听众带进到音乐的殿堂之中；在歌声起唱

之后，仍保持这一奏法，歌声琴声此起彼伏，共同完成艺术的再

创造。

d、演奏的相互配合是追求艺术的完美

一首歌曲要雕琢成完美的精品,靠的是演唱者与伴奏者的共

同努力、默契配合。要想达到旋律与伴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

乳交融的完美境界，需注意下面几个问题:一、要把伴奏熟练于心

中。熟练是前提，只有在熟练的情况下，伴奏者才有精力去考虑

歌曲深层次方面问题，如情绪、力度、音色艺术效果等。并且可以

在出现意外的情况下，敏捷地应变，从而不破坏歌曲的完美性。

二、要熟悉演唱者。从演唱者歌唱的状态到呼吸的气口，从他的

情绪状态到他的实际发挥能力,从他歌曲的理解到演唱风格把握

各个方面都要了解,这样就会有把握地控制全局,不出现意外;三、

要掌握好适度的音量，避免喧宾夺主。既不能把伴奏弹成“ 独奏”,

一味地表现自己，也不能简单地把伴奏看成是一种陪衬，而消极

应付。伴奏者心中要有音乐，感情投入的与歌唱者拧成一股劲。

伴奏者不仅要“ 跟”好、“ 托”好、“ 带”好,还要准确把握作品的风格

处理、作品的内在意境，体会其轻重缓急的特点以及乐句呼吸的

深浅、敏捷细微的感情变化，以便做出快速反应。为演唱者展示

音乐的烘托，丰富音乐的氛围与再创造，最终达到珠联璧合，交

相辉映的艺术境界。

一位优秀的钢琴伴奏者，通常具有谦虚，随和的性格，乐于

与不同个性的合作者平等地合作,共同研究讨论如何表现音乐作

品,虚心听取他人的合理意见,决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与人;又应

该是一个亲切而热情的人,用自己的情感唤起合作者共同努力塑

造音乐形象的愿望;而且能敏感灵活地观察及配合对方的”一举

一动”,不断调整自己的弹奏速度、力度等，来适应对方对作品的

某些即兴发挥及临场表演的变化。

以上就是自己在从事声乐伴奏一段时间以来的简单心得．

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得到诸位老师及同学的宝贵意

见．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取长补短，积累经验，把声乐伴奏的理

论和实践结合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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