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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声乐表演中形体艺术的运用
文/林睿晗

摘要：声乐表演是一门综合类的艺术，需要具备多种基本功，不仅仅需要有美妙的声音和音乐，还要具

有形体方面的艺术。其中，形体艺术的加入，会使声乐作品更具有感染力，所以在声乐表演中，表演者在进行

表演时要注重手势、形态和表情的运用。形体也是一种语言，它能够将声乐表演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进而给观众不论是在听觉方面，还是在视觉方面，都带来美好的体验。本文主要分析声乐表演对形体艺术的要

求及其特点和重要性，以期推动将形体艺术更加具体地应用到声乐表演当中，为形体艺术在未来的发展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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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声乐表演时，表演者需要保证声音清晰、

准确，再将相应的情感加入到声乐表演中，可使整个

作品的魅力提升一个层次。除此之外，表演者还可以

将手势、表情等加入到表演中，整个表演的内容会更

加充实，变得有血有肉。因此，声乐表演应该与形体

艺术相结合，使表演变得更加有韵味，这样有利于观

众更深次地体会到表演中的情感和内涵，也更容易在

其中找到共鸣。

一、声乐表演中融合形体的原则

（一）形体与歌唱统一

在声乐表演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歌唱，而形体动

作的加入会使整个作品锦上添花，效果变得更好。形

体艺术的加入是为了辅助声乐表演，其始终不能替代

歌唱在声乐表演的地位。这就要求声乐表演者必须做

到将歌唱和形体进行统一，二者要兼顾，又不能出现

顾此失彼的现象，形体不能够妨碍到歌唱的发展，也

不能遮掩歌唱的光芒。形体与歌唱的统一，体现在表

演者的声音上，也体现在呼吸和节奏感上。

（二）表演与作品统一

声乐表演中的声音和各种形体动作都是从同一个

出发点开始的，那就是整个作品要表达的情感，而这

种情感的表达又是为了打动观众的心灵，使观众获得

共鸣，这就要求表演者对作品的内容和思想要做到足

够了解，才能够演出其精髓。相反的，如果对作品的

内容只是一知半解就去进行表演，那么呈现出来的作

品可能也仅限于一个形式，无论是声音还是形体表演

都不能到位，内容与情感不搭，并不能走进观众的内

心，无法打动观众，更无法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这

样的表演一定是失败的。所以，这就要求实际的表演

要和作品的表达内容相一致。

（三）真实感与艺术性统一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在一定程度上高于生活。

艺术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刻，更是提炼出了

生活的精华，所以表演者一定要切合实际，在生活中

多多去用心体会，从生活中感受艺术的气息，提炼出

其有意义的部分，进行既符合生活实际，又具有艺术

感的表演。在舞台上的表演，往往会比现实生活中更

夸大某一个细节，这种表演一定要掌握好度，否则太

多或太少，都不能很好地展现出艺术效果[1]。

二、声乐表演中形体艺术的要求与地位

（一）要求

形体艺术需要做到各方面的配合，使得声形统一，

而声乐表演的具体要求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表现出来，

声乐表演和形体艺术的融合能够使表演更加灵动，但是

在应用形体艺术时，必须遵循其要求。首先，形体艺术

的运用要将其表现真情实感的作用发挥出来，但如果太

过虚假，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同时还要注意，使用形

体时，要落落大方，抓住重点来进行表现。其次，形体

艺术要有连贯性。声乐表演展现的内容都是与人们正确

的世界观相接轨的，也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价值观

的，形体动作的加入，能使这些内容的表现更加具体和

形象。接着，形体艺术在声乐表演中的地位是次要的，

它只是对声乐表演的一个辅助，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

在情感的表达上，形体都是在为整个作品服务。最后，

形体艺术的风格要参照表演的内容，再加上表演者自己

对表演内容的理解，结合这些进行形体表现，最终将内

容展现给观众。这样的过程也是表演者自己在进行创

新和创造的过程，能够将更新鲜的元素增加到声乐表演

中，从而更好地进行演绎[2]。

（二）地位

声乐表演的实质就是将歌声和动作进行完美的

配合，这也是将形体艺术应用于声乐表演的最本质要

求。声乐表演者在运用形体艺术时，形体的使用需要

合时宜，要结合表演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形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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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要表现出其外在的美，还要展现内在的魅力。

除此之外，形体艺术中的动作一定要做到流畅，并切

合实际，给人以舒适的感觉。形体艺术的使用，为表

演中的人物塑造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声乐表演中有

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个

性，这就需要形体动作与声音、语言相互结合，才能

更真实地表现一个角色的性格特点。角色当中还有青

年、老年，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肢体动作

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年轻人的动作更敏捷，更有活

力，而老年人的动作则趋向于沉稳和平静。所以，声

乐表演者也需要在形体方面多加钻研，然后才可以将

不同人物的特点更加突出地表达出来，将人物的塑造

深深地植入观众的心中。人类之间的交流不仅仅依靠

语言，动作的交流也占据了人类交往的很大一部分，

动作和语言的结合，能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形

体艺术也是一名优秀的声乐表演者所必须具备的能

力，形体动作更能表达出特殊的意义。总体来说，形

体艺术是一个表演者必修的能力，也是表演当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表演者要学会运用形体艺术，掌握好其

中的度，最终是为了让表演的情感得到升华[3]。

三、声乐表演中融入形体艺术的重要性

如果仅仅是单独的声乐表演，能够让观众欣赏到

高超的声乐技巧，但是无法让观众感受到音乐中包含

的情感寓意。形体艺术的配合，则能够让表演变得更

加深刻精彩。同时，声乐表演和形体艺术也会相互影

响，只有在形体艺术和声乐表演的精密配合下，才能

够达到一种让观众感动的表演效果。

（一）形体艺术能够给声乐表演注入更加鲜活的

生命力

一场华丽的声乐表演不仅需要高超的声乐技巧，

还需要精美绝伦的形体配合，形体和演唱的相互配合

将使得表演浑然天成。在当今传媒文化迅速发展的舞

台下，观众对表演者的演绎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

趋向于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所以，视听同享已

逐渐成为现代表演的焦点。形体艺术的注入为声乐表

演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改变了传统的表演方式，是

新时代下表演的一大创新之处。不仅可以通过声乐的

形式将情感的投入表现出来，通过形体的表演同样可

以流露情感。身体姿态、脸部表情、眼神、手势等形

体表演都已成为声乐表演中锦上添花的重要辅助手

段，更好地协调了歌者的演唱，使得声乐表演更加生

动精彩。

（二）形体艺术中的一个小细节可能会成为演出

成败的关键

一位表演者站在舞台上应该拥有一种舞台的控制

能力，能否驾驭好舞台在其形体语言的表现中就能够

体现出来。形体的动作应该符合演唱的风格、适合演

唱者的身份，还要以最精炼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才

能够对声乐表演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置身于舞台之

上，就处在了千百位观众的瞩目之下，任何一个小的

动作都在人们的注视之下，或许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

就会导致整场演出的失败，可见形体艺术的影响力是

不容置疑的。如果表演者只是随意在舞台上做些形体

动作，这样不但不能给表演带来积极的影响，反而会

增加表演者的紧张情绪，影响到其表演水平的发挥。

四、形体艺术在声乐表演中的运用

（一）运用手势

声乐表演中，有关叙事的内容少不了手势的运

用，手势可以给观众指明解读的方向，再加上眼神和

姿态的配合，就会使声乐作品中所要表现的场景得到

更加生动的描绘。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到一

点，手势绝对不是表演的主要内容，它只能对作品内

容进行辅助。一场表演中需要用到的手势可能会有很

多，比如要表达“开”的意思时，需要将双臂打开，

伴随着音乐和歌声，手势的运用会营造出气势宏大的

氛围感，在表达“合”时，双臂则要聚拢，开合进行

对比，气势也就稍弱了一些。再比如，“定”意为定

格，手势是定住不动的，这时，声乐表演所表达出来

的情感也是缓慢、深沉的，给人以舒缓的感觉。在表

演结束时，一般会用到“定”的手势，表示整个表演

的完结。诸如此类的手势还有很多，在表演中运用手

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协调性，要与表演中的音乐

和节奏很好地配合，手势的起落要与音乐中所表达的

情绪相一致，符合其情感的基调。手势是一种无声的

音乐，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手势可以使声乐表演更

具有色彩。

（二）运用肢体

肢体语言无论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在声乐

表演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将肢体语言运用

到声乐表演中，能使表演的整体效果提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肢体语言包括了身体各个部位的动作，不同部

位所传达出来的信息都是不同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新

的艺术形式。肢体语言在同一场表演中的运用，一定

要注意不同部位的统一性，避免信息出现杂乱无章的

情况，因为这容易使观众产生厌烦的心理。在声乐表

演中，表演者要结合表演的内容，将其中蕴含的情感

表达出来，同时还要将适当的肢体动作与其相协调地

呈现出来。其中，表演者的优美体态能够使表演产生

更好的视觉效果。一般来说，在舞台上，女生都会呈

丁字步站立，而男生则是正步的站立姿势。正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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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无论男女，都需要昂首挺胸、精神百倍地站立在

舞台之上，如果是坐姿的话，也要保持上身直立。同

时，走路的姿势也要根据表演的内容和情感进行合理

的表现，步伐可以是灵活的，也可以是稳重的，不同

的步伐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是不同的。除此之外，在声

乐表演中，站位也是一个重要的注意点，站位不是一

成不变的，它会随着表演内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

以，从事声乐表演的人员，需要在形体和声乐方面都

做到专业，将二者相互融合，优化舞台上的站位，通

过演唱和形体动作，与观众进行密切的交流和互动，

通过不同的肢体动作营造出不同的情境，使声乐表演

的情感和韵味都能够更好地体现。这样更能够提升声

乐表演的吸引力，进而获得更多观众的喜爱。

（三）运用面部表情

形体艺术还包括面部表情的应用，而面部表情是

通过眼、嘴和面部肌肉变化来表现情绪状态。首先是

眼神的运用，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户，是人与人交流

时重要的情感传递通道，一个人的眼神能够在不同的

情况下包含各种不同的情感。从表演者的眼神中，观

众能够读到各类情感的表达，在声乐表演中，表演者

要做到将眼神和情感协调统一，这样，观众所接收到

的情感和表演者所传递的情感才不会有误差。如果表

演者的眼神落寞，则表达出凄凉的情感。其次是口型

的运用，声乐表演首先离不开的就是声音的表达，而

声音是用口来发出的，适当地调整口型，会使声乐表

演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最后是面部肌肉的

运用，面部肌肉松弛表现心情愉快、轻松、舒畅，而

肌肉紧张表现痛苦、严峻、严肃。任何舞台表演都会

对面部表情有所要求，声乐表演当然也不例外，面部

表情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喜、怒、哀、乐是我

们最熟悉的面部表情，它表达着四种截然不同的心理

状态，当然，面部表情绝不仅限于这四种，它可以是

更复杂的，更具有变化的，能够增强舞台的感染力。

（四）台位的变化

在声乐表演中，台位变化主要是指步伐的移动。

在演出中，通常演唱者是在原地进行演唱，需要将前

奏、间奏以及伴舞配合起来，和观众进行交流。舞台

调度时，演唱者则需要迈开步子，对自身台位进行适

当的调整。首先对起步位置进行确认，确定转身的时

间。其次在迈步时，应该明确幅度和节奏，保持重心

的稳定，将手势和出脚的重心转移配合起来。另外，

台位变化时，还要和音乐配合起来，并且男女有不同

的站姿和步伐，要注意区分[4]。

（五）上下场方式运用

一场表演中还包括出场和退场，这也是很重要的

两个环节，上下场方式的处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到表演的效果，出场方式体现了一个表演者的台风，

将其整体的气质展现给观众。一般情况下，演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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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前，都会有紧张的情绪，而表情的控制和沉稳的

步伐会给表演者一定的暗示，使其不再紧张，表演的

时候能够更加自信。出场方式要根据表演的内容来进

行选择，而下场时，表演者也要保持良好的状态，不

能有任何的懈怠。

（六）通过形体艺术来传达出声乐作品的“神”

和“韵”

声乐作品中“神”的表达主要依靠表演者的眼睛

动作，通过眼睛的运动可以充分表现演唱者的内心情

感，演唱者运用好眼睛就能将作品的“神”生动地表

现出来，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比如中国的国粹

京剧就主要是通过眼神的变化来表现不同的感情。另

外，声乐表演成功与否，不但取决于表演者的形体美

感及声音美感，还取决于表演者能否通过形体动作演

绎出作品情景或人物所需要的“韵味”。其实，在声

乐表演中，如果能恰当运用眼神或者其他形体动作表

演，可以对作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当然，要取得

这样的效果的前提是声乐表演者必须对声乐作品的内

容有一个深入的把握，对声乐作品的内在情感要有真

实的感受。比如在演唱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时候，

如果演唱者不能用心去感受和体味茉莉花鲜艳的色彩

及芬芳的清香，就不能从内心深处有感而发，当然也

就难以运用好自己的形体动作了。再比如演唱歌曲

《想亲娘》的时候，演唱者如果内心没有盼望尽快回

家看看自己母亲的真切感受，也就不可能自然而然地

通过脸部表情及眼神的动作来表演这首声乐作品。

（七）通过形体艺术外化声乐表演者的内心情

感，有效提升声乐作品的感染力

对于声乐表演者来说，通过形体艺术来传情是一

种重要的形式，形体艺术同声乐表演密不可分，将巧

妙合理的形体艺术运用到声乐表演中可以很好地传达

作品的内在情感，有效提升作品的内蕴，也只有将形

体艺术与声乐表演紧密结合，才能满足观众的视听享

受需求，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到歌曲的基调，使观众同

声乐表演者形成彼此情感上的呼应。所以，声乐表演

者只有在表演时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通过形体艺术

外化，才可以更准确和更全面地诠释声乐作品的内涵

和本质，从而有效提升声乐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五、利用形体艺术提升声乐表演效果的策略

形体艺术不是人与生俱备的，想要更好地掌握形

体艺术，必然要重视日常的训练，要学会对形体动作

的控制和应用，还要做到收放自如，使形体与声乐能

够完美融合。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在日常生活中，要有保持良好身体姿态的习惯。形体

艺术少不了对身体姿态的展示，表演者需要根据表演

内容做好每一个动作的起落，并需要做到换位思考，

站在观众的角度去进行动作的表现，长期的训练，会

使表演者的形体做到流畅自如，并能够自然流露，不

做作。同时，舞蹈动作的练习也是必需的，它能让表

演者的形体变得更加优美，有魅力。第二，整体的移

动方式也是要掌握的。在声乐表演中，小幅度的移动

也是一项必备的技能。舞台上，表演者的站位需要不

断变化，在变换站位时，就需要用到小幅度移动，利

用不同的步伐进行位置的转换。起步的位置需要事先

进行确定，在转身之余，将所迈步子的节奏和幅度控

制好，同时，一定要将身体的重心控制好，以免摔

倒，长此以往，能够使表演者在舞台上做到得心应

手。整个表演结束后，表演者也不能过于放松，因为

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使整体的动作形态出现瑕疵。

所以，在一场表演即将结束时，一定要保持微笑，并

向观众鞠躬，退场时也要保持从容的姿态。因此，在

日常的训练当中，要做好形体动作的控制和调整，将

形体与表演内容进行配合练习，以此提升整体的声乐

表演效果。

六、结语

总体来说，声乐表演的组成不仅仅是声音和乐

器，还要将形体方面的艺术也融入其中，以形体艺术

作为丰富声乐表演的新元素，进一步增强声乐表演的

感染力。表演者要对所表演的作品有充分的了解，进

而将合适的形体艺术融入表演当中，以此作为传递情

感的另一种方式，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表演的内容，

也推动整个声乐表演的发展。声乐和形体是密不可分

的，从事声乐表演的专业人员更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

一点，将这两者进行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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