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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浅谈歌曲的“二度创作” 

作者 □ 西安市歌舞剧院 ○ 林忠    来源 文化艺术报    发布时间 2008-05-29     浏览次数     字体 大  中  小

浅谈歌曲的“二度创作” 

□ 西安市歌舞剧院  ○ 林 忠 

    声乐，不仅是听觉艺术，还是表演艺术，它的艺术感染力最终要靠演唱与表演来实现。
演唱者把音符和文字符号变成声音的过程，是一个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二度创作”。一首好的声乐作品，必须通过演唱者正确娴熟的演唱技巧及丰富的内心情
感体验表现出来，将心中所想艺术转化为眼中所见、口中所唱。因此，作为一名演唱者应
该从各个方面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把演唱技巧与心理因素统一起来，使歌曲充满生命
力和感染力，从而实现其审美价值。下面谈谈在二度创作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环节：  

作品理解 

    一首好的声乐作品，凝聚着词、曲作家的强烈感情和深情厚意。往往是曲中有词，词
中有曲，乐曲与歌词是相当融合的。无论是抒情性或叙事性的旋律，演唱者都要深刻地体
会、理解词意和音乐。包括对歌词的理解、对曲谱的分析两个方面。当拿到一首歌曲，不
要急于唱谱，而是应先将歌词多朗诵几遍，以便了解作者要表达的时代背景、特定环境和
思想感情。演唱者需要认真地去发掘和领会，对作品的理解越深、感受越深，在演唱时的
表达则越纯真、越自然、越完美。一个演员或歌唱者的文学修养，会直接影响他对作品的
理解。只有真正理解了作品，才能将歌曲真情地表达出来。 

艺术想象 

    高尔基曾经说：“艺术靠想象而存在。”想象是歌唱中艺术形象创造和传导的重要载
体。想象是演员进入角色、进入情境的桥梁。音乐家在创作中虽然已经进行了生动、细腻
的想象，但这一切均不能替代演唱者的再想象。这就要求演唱者根据歌曲的内容和音乐形
象去理解作品，最大化地开发想象力。如果把歌曲的基本情绪和意境设想得很具体，那么
在表达时就会很真实、生动。当然演唱者解释音乐的能力，不是一日之功，它是生活、记
忆、情感的积累，这种积累越多、越丰富，“灵感”也会越活跃、越丰富。因此作为演唱
者，应在生活中随时随地地去搜集、倾听各种画面和声音，增强我们对生活和人物的理解
能力、想象能力，真正做到“有感而发”。艺术理解离不开形象构思，形象构思更离不开
艺术想象。 

歌唱技巧 

    演唱的技巧、声音的运用在声乐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演唱者，除了演唱技巧



外,还要有能驾驭各种声音和音色变化的能力。比如，进行曲要用雄壮的声音，圆舞曲用
明亮、华丽、轻巧的声音，摇篮曲则需要用柔和甜蜜的声音等等。这就对声音有一个想象
的过程，如唱抒情轻柔的曲子时，可以把声音设想为“轻柔的纱巾在微风中飘舞”、“树
叶轻轻落在地上”；唱柔美而又轻巧的歌曲时，可把声音比喻为“透明的露珠”、“春夜
的雨滴”等等。在通俗唱法中，还经常会用哑音、呐喊、装饰音、滑音、抽泣、假声等包
括一些气声的特殊运用，来演绎歌曲的忧伤、悲泣、真挚、委婉、激情……使旋律变得富
有色彩，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总之，歌曲的二度创作体现的是演唱者对自身嗓音器官自如
运用的能力。只有具备了卓越、熟练的演唱技巧和声音运用，演唱者才有可能驾驭声乐宝
库中的经典作品。 

唱出韵味 

    要唱出韵味，首先要掌握歌曲的风格。演唱者要善于区分和辨析各种不同风格的歌
曲。每个民族由于他们不同的生活环境、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经过千百年的酝酿，形成
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背景和富有浓厚民族气息的歌曲。如侗族的侗族大歌，它是一种
无伴奏的多声部合唱，而驰名中外的苗族飞歌，却又是高亢悠扬的山歌。 
    情，是韵味的基础，风格是韵味的特点。语言与旋律结合的声腔韵律是韵味的主要表
现，感觉是演唱韵味的关键。一首歌曲，作曲家是无法提供韵味的，它必须由演唱者自己
去体会和创造。好的演唱者必定会在音外的“腔”上下工夫（腔也就是韵味），并用得恰
到好处。在唱熟了一首新歌后，根据语言的特点、感情的需要，就会自然而然地在音调的
旋律音上增加一些装饰音、颤音、滑音、倚音等，使之唱起来更自然、动人，更有味道、
有美感，这就是韵味给作品带来的新的生命力。如果没有韵味，也就失去了艺术价值和欣
赏价值。 

歌曲处理 

    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时间的艺术、情感的艺术。演唱者必须要有分析、理解作品
内容和体验作品感情的能力，才能用歌声表达出作品的内容和感情。了解了歌曲，就对歌
曲的速度、力度、音量、音色、连接、气息、吐字等问题的处理，有一个全面的设想。当
然这些设想不是盲目、随心所欲的，而是从歌曲的结构、曲体、调式旋律的起伏发展，直
到和声等给演唱者以艺术表现的总启示，它们可以指引演唱者内在情绪的走向，找到全曲
的高潮及歌曲的层次。在演唱中特别要把握好艺术的对比性，如一首歌的叙述性和歌唱性
的区别，强弱、轻重的变化，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歌曲的高点（高潮部分）和低点。一
般来说，要突出高点，就要把低点放低，要有铺垫的过程，否则一个劲儿地强或一个劲儿
地弱是达不到艺术效果的。节奏的强弱处理，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节奏是音乐的支
柱、乐感的标志。在演唱歌曲时，如不注意强弱的处理，那么歌曲会唱得平淡无味，节奏
中强调的强弱感则失去意义。处理歌曲时，画龙点睛的部分往往是一些重点句或字。重点
的词句要在咬字吐字上、感情上予以强调，要一句一字地，甚至在一个经过音上深下工
夫，反复练唱，认真寻味，找到最适宜的表现手法。也就是说演唱者必须按照自己的总体
设计反复演唱攻克难关，直到自己的处理化为真情的体现。 

“心灵歌唱” 

    “心灵歌唱”的核心是充满感性生命的情。由于人类情感的非意志性、复杂性和歌唱
艺术情感的音乐性、创造性、不稳定性等特性，便有了喜怒哀乐之情。歌唱艺术是声音与
文学相结合的艺术。我们要唱好歌曲，不能只讲声音，不讲感情，反之也不行。我们应对
歌曲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以及词曲作者、歌曲的时代背景，有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再进
行适当的处理，用心去唱，把歌曲的艺术形象准确完整地再现出来，达到“以情带声，以
声传情”。古人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只有声情并茂、感情真挚，才能感人肺
腑，动人心弦，演唱才具有艺术表现力。在歌唱表演的二度创作过程中，要感动听众，不



仅要醉心于心灵艺术中，还要使自己处于兴奋而又激动的歌唱状态。“真真假假”是艺术
表现的特定手法。“假”是为了表现艺术的“真”，“假”是表现“真”的艺术技巧。真
入假出而不失为真，才能发挥艺术真实性和表现真实性的统一，才能发挥艺术感染的强大
作用，才能使演唱达到感人的境界，产生沁人肺腑的艺术成果。声与情是辩证的统一，相
辅相成。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加强整体歌唱的意识，使演唱发声与情感表达同时进行，使
声、字、情成为一体，养成用心灵歌唱的习惯。 

个性表演 

    富于鲜明个性的声乐表演是演唱者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标志。石惟正教授说：“凡不
仅把乐谱上的记载和基本情绪唱对，而且在演唱中揭示出了作品的深层内涵，显示了自己
有别于他人的艺术个性，从而使作品因其演唱而增色的声乐表演，方可被称为歌唱的二度
创作或对声乐作品的艺术再创造。”声乐表演作为第二度创作，是赋予声乐作品以生命的
创造行为。这不仅需要忠实地再现原作，还需要通过富有创造性的个性化表演对原作予以
丰富和润色，从而使声乐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在这艺术化的创造过程中，声乐表演的基
本技术，即演唱发声基本功的掌握是很重要的。因为声乐表演本身就是一种精确、细致、
灵活，需要有高超歌唱发声艺术的创造行为。 
    对声乐表演来说，更重要的是把基本的演唱技术方法灵活运用于艺术表现的能力，或
说是根据艺术表现的需要而创造性地运用演唱基本方法的能力，这样才能使演唱者在面对
各种不同题材和体裁、不同风格和类型的作品时，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采用各种
不同的表现手法去进行艺术再创造，从而形成其个性化的演唱风格。在音乐艺术的大家族
中，声乐艺术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喜爱，一方面是由于其大众性，另一方面，正是演唱者在
声乐表演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艺术个性给这门艺术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何谓“二度创作”？就是指在理解、尊重原作品风格与思想感情的基础上，通过演唱
者自身的诠释，用其特有的艺术手法赋予音乐作品以生命的创造行为。歌曲的二度创作又
是对音乐体验、发现、创造、表现和享受音乐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演唱者的分
析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较强的表现欲。严格意义上讲，理解作品“一度创作”的过
程，实际上就是在对作品进行二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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