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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声乐教学中，莫扎特的作品向来是被广泛采用的，因

为演唱他的作品在训练声音的连贯、均匀、控制等技巧上都是效果显
著的。笔者结合自身声乐专业学习的体悟，以《我怎能忘记你，别怕
我亲爱的》为例，结合演唱内容从而对“深入呼吸”声乐技巧的掌握
与训练方法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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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会咏叹调
莫扎特一生创作了56首音乐会咏叹调，其中大多数是为女高

音谱写的，女中音仅有一首，其余的分别是为男高音和男低音写

的。与艺术歌曲相比，莫扎特的音乐会咏叹调在他的音乐创作中

具有更大的份量。他的音乐会咏叹调除旋律优美、典雅之外，还

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声音表现上比他的艺术歌曲显得更富个

性色彩。我们以《我怎能忘记你，别怕我亲爱的》K505为例：

这首咏叹调篇幅较大，结构较复杂的作品，乐段间既紧密相

系又富有独立性，各有内容的发展和感情的变化，是莫扎特1786

年为他的一位朋友南茜写的，她是一位天赋极好的女高音歌唱

家。当时的莫扎特虽才华横溢，但却始终未得到宫廷的重用。这

首咏叹调作于他们离别之后，曲中充满了莫扎特既感于与朋友的

离别，又感叹自己的悲惨境况。曲子描写了爱情的痛苦和折磨，

全曲由宣叙调和咏叹调组成。 头的宣叙调表现力极强，旋律性

不如咏叹调，速度、节奏、情绪上在不到30小节中起的变化很

大，简单音型的钢琴伴奏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演唱者自由的演唱处

理，但在技术要求上与咏叹调有着同样的要求，用深呼吸和高位

置来唱。当唱到宣叙调 后的快板“让死亡来吧”时，音色可以

浓郁一些，当回转到行板时，情绪趋于缓和，以忧伤黯淡的情感

结束。第二部分是回旋曲式咏叹调，分为两大段，前段为行板，

后段为小快板。随着速度逐渐加快，对歌唱者呼吸的深入程度也

随之增加。这首曲子情绪上变化较大，所以要求声音在表现上要

有层次感，从而体现出莫扎特音乐的戏剧性风格。但是考虑到莫

扎特创作的古典时期，一切的戏剧性都是在严格规范与控制内

的，声音仍然应该始终保持在极好的控制之中，深入的呼吸便是

控制声音的有效方法。

二、“深入呼吸”的训练与要求
回顾声乐演唱技巧研究的论文与文献中，研究者都不同程

度的阐述演唱者历来要掌握与学习的技巧与难点就是呼吸技巧在

歌唱的运用。尤其是在演唱古典时期的音乐会咏叹调时，“深入

呼吸”更是检验歌者声乐素养与技巧的重要因素之一。“深入呼

吸”支配着歌唱，但其 终目的仍是为更好的表现歌唱内容服务

的。《我怎能忘记你，别怕我亲爱的》作为音乐会咏叹调与艺术

歌曲的区别在于声音上有了较多的强弱对比，虽然古典的旋律创

作富于歌唱性，气息也比较平稳的运行，但是需要在声音上塑造

“形象”，这就要求深入的呼吸予以支持。

深入呼吸的前提是呼吸的到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四点来初

步达到正确有力的呼吸：1.夸张的吸气  2.面部放松，这里的放

松不是懈怠，是在积极状态下的放松，结合笔者的演唱实践在这

个步骤中，演唱者要注重的是露出上下牙。许多演唱者没有“露

下牙”的意识，这是不可取的，我们都明白要微笑着歌唱，上牙

自然微露，笔者建议用闻香水来寻找吸到脚后跟的感觉，在闻的

伊始就要做到鼻子吸入多，上下牙都要露出，露下牙才使得声音

回到通道里，若不露下牙，声音自然会被顶出去，没有通道感。

3.“放掉”肚子。如果说夸张的呼吸是预备动作，面部放松是助

力作用，那么放掉肚子就是使得声音通畅的过程，如果演唱者做

到了上述两个步骤，但是肚子是“收起”的，那么气息自然不深

入，唱出来的声音也是端着的，放掉肚子才会将呼吸的力度与横

膈膜的张力配合起来相得益彰。4.腰部“矜持”。气息是声音的

架子，腰部便是歌唱的架子，当然声音是歌唱的一部分，那么呼

吸的大支持也离不 腰部的支持。演唱者在将肚子放掉后便马上

需要腰部力量的承接，否则整个歌唱状态就会变垮，像是永远沉

不了底的玻璃球，失去了回归的根源。

三、结语
唱过或演奏过莫扎特音乐作品的人多半会有这样的体会：

要把莫扎特所写的音符变成理想的声音，这需要很高的声乐技巧

及深厚的综合艺术素养。莫扎特的作品，要求的是严谨的诠释，

是细腻完美的声音，注意细节却又不失自然，轻巧快乐却又不轻

浮。歌声中有悲欢但更多的是节制，正如莫扎特在给他父亲的信

中所说到的：音乐，甚至是在描写 可怕的情境，表达 激烈的

感情时，也应该是顺耳的、美的音乐。笔者认为这是对莫扎特音

乐的完美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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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和对那初次恋爱的朦胧情愫；有晚年被疾病、痛苦、孤独缠绕

下，那中复杂的心情和坚强的生命力。“含着眼泪的微笑”似乎

是对莫扎特音乐情感的 直白的描述。

三个时期的作品，反应出来的精神内涵是不同的。在“歌唱

性”的前提下，述说和每一个阶段的故事和成长经历，所以我们

在诠释作品时不能只单单看谱面的力度、速度、音符的变化，更

应该着重理解每个时期莫扎特的遭遇，以及他的内心感受。

莫扎特创作了极富有个性的音乐风格，他的音乐中所蕴含

的的特质，使他成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之一。他完善了维也

纳乐派钢琴奏鸣曲三个乐章的套曲形式。他的钢琴音乐以优美、

流畅、明朗、乐观为主要特征并创造性继承、发展了“阿尔贝梯

低音”手法，增强了低音的旋律性，既吸取了法国库泊兰古钢琴

音乐中装饰音的曲雅趣味，又大大地改变了装饰音的形式，使装

饰音不再仅仅装饰作用使之为旋律的组成部分。这种新的钢琴语

汇的创造，不仅形成了莫扎特钢琴音乐所特有的清新、典雅的风

格，而且对后来的作曲家也有很大影响。这些钢琴奏鸣曲的形式

是古典时期的标志，莫扎特作品的光芒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点。时

至今日，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仍然对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有着不

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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