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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合唱中的和声节奏控制

◎陆野 
摘要：合唱是团队歌曲艺术表现形式，和个人演唱相比，它对个人独唱素质要求稍低，但是需要更好的团队配合，通

过集体性、多声部的合唱协调，最终达到作品的完美演绎。在合唱中，和声的节奏控制对合唱效果有关键性影响，在演唱中，

不和谐的节奏更容易在对比中被放大，所以必须要将和声节奏训练作为合唱训练的重点进行把控。本文就主要聚焦合唱中

的和声节奏控制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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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是一些集体性项目活动中常选用

的艺术表演方式，除了专业的合唱团外，

在各阶段的学校、公司企业和机构团队中

经常都会选用合唱来组织表演。一般来说，

为了提升合唱效果，组织者会倾向于在合

唱中融入和声，但是在实际的排练中发现，

其应用难度很大。主要原因是，在旋律、

和声和节奏的音乐三要素中，和声节奏直

接就占据了两个要素，而且还是团队表演

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所以研究合唱中的

和声节奏控制，对合唱团提升艺术表演效

果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一、合唱中的和声节奏发展概述

合唱艺术是一种起源于 15 世纪欧洲

教堂的艺术，该艺术表现美的形式不仅限

于个人演唱实力和词曲表现，更多主要体

现在团队合唱的和谐美、韵律美、复调美、

和声美和节奏美，并且合唱中各声部之间

还能形成对比，打造意境美，比如用男声

表现大地的辽阔、深沉和包容，用女声表

现天空的清澈高远、生命的活力，还有蕴

含纯净和希望的童声。在男声、女声和童

声中又分多种不同的音色音调，能表现更

复杂的环境，所以说，优秀的合唱更像是

一幅美丽的画卷、一座宏伟的宫殿，这也

正是合唱的魅力所在。

合唱并非是简单的多人齐唱，它对团

队组织有很高的要求，充满了复杂的理论

性和科学性，尤其在混声合唱中，需要协

调超过四个音域各自八个以上的声部。在

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合唱艺术发展出了多个

流派，在艺术表现形式和表现对象有所分

化，但是对美的追求一直从未停止。专业

的合唱团不仅会追求声音表现、要求纯净

和实，更高度关注不同声部间音色的层次

对比，注重力与美的和谐结合，注重震撼

力表现。

合唱艺术表现形式发展到 17 世纪，

主调音乐逐步发展起来，该音乐形式在表

现中，以某一个声部为主，需要融入其他

声部进行陪衬和伴奏，于是和声的作用开

始凸显，最初主要表现出音乐功能性，通

过收束、调性布局等形式在构曲和声部协

调中发挥作用，之后随着艺术表现形式的

成熟，和声开始承担色彩控制、音乐形象

塑造和音乐内容表现等任务，有时甚至会

衍生曲调，这为接下来和复调音乐的完美

融合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至当下，和

声已成为音乐元素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尤

其是在合唱团队中，和声堪称合唱的灵魂，

“没有和声的合唱就不能称为合唱”，这

充分说明了控制和声表演效果对合唱表现

的重要性。

当和声演变成有规律的音响组合时，

节奏就成为了和声艺术表现的关键因素。

对和声节奏的理解并不复杂，这就是在和

声中融入音乐表现中的长短相同或相异时

间单位的有序组合、节奏包含节拍和速度

两个概念。节拍是按拍号要求相隔一定时

间反复出现重音的模式，指音乐规律性的

强弱交替的运动。速度是指节拍的速率，

它大致可分为慢、快、适中三大类。音乐

节奏的表现如同生命的脉搏，表现节奏鲜

明的音乐能更好引发听者共鸣，像是情不

自禁地摇头晃脑和手舞足蹈。恰当的节奏

还有利于听者的记忆，便于听者强化对音

乐作品的理解。

二、合唱中的和声节奏控制的基本功训练

合唱中讲究多人的配合，对参与合唱

团队个人的基本功也有一定的要求，特别

是对于业余合唱团队而言，要重点先做好

基本功的练习，在训练中可从呼吸、视听

和动作三个层面着手。

（一）呼吸训练

让和声节奏练习跟随呼吸节奏进行，

这能更好让演唱者把控住和声节奏进度。

以呼吸为节奏，可让个人建立一个标准，

当把团队的呼吸节奏统一后，那么合唱团

队的节奏就已经完成了初步统一，之后在

统一的呼吸节奏上进行由简到繁、循序渐

进的训练，其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在呼吸训练正式开始之前，要做好形

体站姿训练，由于人体生理特点会自动调

整在不同姿势下的呼吸方式，所以要先统

一站姿，让众人保持相对一致的姿势，按

照同样的准备动作进行热身。

在调整好站姿后，要按照统一的节奏

进行呼吸训练，一般有四种常用的呼吸训

练方式，分别是快吸快呼、快吸慢呼、慢

吸慢呼和慢吸快呼，在呼吸时要引导训练

者强化对身体的内观，注意感受身体内部

在呼吸中的变化，像是腹部膨胀、隔膜扩

张、两肋收放。在协调和他人呼吸的一致

性时，可选择闭眼听的方式，感受团队的

呼吸节奏。完成四种常用呼吸模式的训练

统一后，可模拟演唱中口鼻共用的方式训

练呼吸，同时也可融入呼吸指令，帮助学

生训练稳气能力。

完成以上无声呼吸练习，就要开始进

行有声练习，其关键点是吐字和咬字练习，

力求先达到最基本的“吐字清楚”的要求，

在初期可先进行诗歌朗诵的方式帮助学生

咬字，在通过后开始融入曲调。注重字和

曲的结合，以音乐咏叹中最常用的“啊”

的连音为例，要训练学生根据曲调跟随呼

吸发出不同长短音调的“啊”声，在团队

发声训练时仍然要注意统一性。

（二）视听训练

视听训练的目标是，让学生通过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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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先感受成熟的专业的合唱团的艺

术表现手法，如果时间充裕，可通过广泛

视听，提升学生音乐认知感受的方式继续

视听训练，在追求效率时，可直接让学生

听取此次合唱团将要表演的合唱歌曲，在

视听中清晰自己的定位，对自己的唱功进

行优化训练，不过该方式需要学生具有一

定的感悟力。在视觉方面要引导学生观察

理解指挥的动作。

在视听训练初期，指导员可先使用纯

度较高的容易辨识的声音进行训练，比如

使用充满规律的鸟鸣声、流水声、爆竹声，

让学生感受这些声音的魅力，然后在达到

一定程度后，可采用钢琴伴奏的方式陪同

学生进行认音、识音练习，最后融合不同

的音乐，进行混合练习。在混合练习过程

中，可让学生之间相互聆听，相互指出问

题所在进行改进，提升团队之间的配合默

契度。

（三）动作训练

动作训练对于合唱团学生的基本功训

练有强化记忆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过大动作会影响到呼吸，所以在动作训

练中尽量保证动作的简单，比如伸出手指

进行划拍，根据音乐节奏上下划动，保证

一上一下为一拍，另外也可使用点拍法，

该方法是根据音乐强弱以此在桌面进行强

弱不同的点击。两种方式具有各自的优缺

点，前者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节奏速度和

韵律变化，后者有利于帮助学生认识音乐

强弱，特别是在气势变化明显，感情丰富

的音乐中，有助于帮助学生控制情绪，表

达合唱感情。

三、合唱指挥中的和声节奏控制

在正式表演的过程中，指挥主导着现

场合唱和声的整体节奏，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所以在和声节奏控制方面，要有一个

很好的合唱团队指挥。

能担任合唱团队指挥的人员，必须是

一位素质全面立体的音乐艺术家，除了最

基本的指挥技巧外，还要兼具一定深度的

文学知识、历史知识、艺术知识、语言表

达技巧、个人思想修养、形体举止表现能

力和气质魅力。在指挥时，尤其要对作品

有深刻的理解，能将对作品的理解恰到好

处地展现在个人手势和肢体动作上，并能

具备一定的现场调控能力，能根据个人理

解向合唱团中不同声部发出恰到好处的指

令。在指挥表达时，保证手势清楚、轻柔、

稳重、生动，手臂、手腕乃至手指的动作

收放及幅度都会运用得恰到好处。可以说

一位优秀的指挥，其全身都散发着音乐的

魅力。

指挥难以对合唱团的腔体、力点、音

色、强弱、声频以及共鸣对比等基础问题

进行解决调整，但是在和声的艺术处理上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以指挥为渠道提升

合唱团和声节奏控制中，除了提升指挥的

个人能力外，还要注重加强指挥和合唱团

的交流，拉近彼此之间的认识。在了解团

员的能力后，指挥会明白团员的极限值，

就会更好协调音色音质的表达效果，会避

开密度和力度不足的嗡响音，尽量发挥优

质鸣响音的优势。特别是颤音波频控制上，

优秀的指挥要保证有能力统一每一位合唱

队员的颤音波频。

在指挥和团队协调过程中，可先让指

挥完成对一个队员、两个队员、多个队员

的统一，以合唱时无法清晰辨认个体队员

的颤音为训练目标，必要时可调整站位，

达到训练目标后，开始对一个声部，两个

声部、多个声部继续统一。在初期注重先

关注声音最基本的音量、高音控制，避免

团队出现“喊叫”的发声，关注声音共鸣

效果，尽量形成穿透力，同时要从多个角

度聆听合唱团的演唱效果，防止出现指挥

感受声音大，听众感受声音小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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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合唱团趋于成熟时，要开始追求音

质、音色控制，追求和声共振效果，注重

声音色彩的表达，以达到声色均衡、音响

干净、情感饱满为目标，做到收放自如。

四、合唱组织排练中的和声节奏控制

在完成以上基本功练习以及完成指挥

和团队的配合交流后，要正式开启合唱组

织排练，在模拟观察现场合唱表现效果的

同时，进一步提升合唱团队内部的默契度。

有实力有条件的合唱团应根据作品的难易

程度和合唱队水平的高低，以及现场听众

水平对作品表现进行优化，在规模、表演

长短、合唱表现手法、节奏速度上进行一

定的优化。

（一）集体合拍中的和声节奏观察和

分声部练习

优质的合唱团非常重视集体合排，特

别是在很重要的表演之前，都需要不断进

行细节优化、反复排练和精雕细琢，直到

无可挑剔为止，这是音乐表演艺术家的极

致追求。

在经验不足的合唱团集体合拍中，可

能出现的问题是，非主旋律很容易受到主

旋律影响，导致节奏紊乱，在发现这样的

问题后，要展开分声部练习，先将声部拿

出来独立练习，或者在训练中先不发声，

对其它声部声音进行认真聆听，明确自己

的起始位置和节奏控制要点，然后逐渐融

入主旋律，直到不再受到主旋律影响为止。

在分声部练习中，会有合唱队员为了避免

受到其他声部影响故意加大声音的行为，

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这会破坏整体的和

谐性，这时指挥要发挥自身的指挥能力，

示意该声部弱下去。

（二）和声音准节奏控制和歌唱位置

选择

在合唱中，不仅会出现受旋律的影响

扰乱节奏的情况，还有出现音准干扰影响

和声节奏的情况，像是男低音使用胸腔共

鸣发声，将音准起在低位置，在高声部发

声时，会感受到和低声部之间难以进行融

合，在追求和男低音融合的过程中可能出

现丧失高位置的问题，在丧失音准后，也

会干扰和声节奏，出现紊乱。

另外在高音部分，如果唱不上去使用

喊叫的方式，这样会导致丧失音准，这时

指挥要指导队员用自己的声音发声，如果

唱不上去就用假声，一定要避免干扰音准

影响团队合唱效果。

（三）现场模拟和和声节奏

在实际的表演中，表演现场会出现和

彩排中诸多不同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

对和声节奏造成影响，一般理论认为合唱

作品中力度都不可以成为与音准并存的概

念，但是演唱现场的场景变化会直接对合

唱团发声力度形成回响干扰，进而影响合

唱团队员的情绪和歌唱状态。再加上面提

到的，在歌唱力度发生变化时，会影响到

呼吸状态，由此最终对建立在呼吸节奏上

的和声节奏造成干扰。如果演唱的歌曲对

象本身是快节奏的复杂乐段，那么更会让

发声器官和呼吸器官陷入紧张状态，降低

听觉灵敏度，所以在进行组织排练时，要

注重在多种环境下进行训练，最好是能通

过现场模拟的方式，尽量还原现场灯光、

舞台、音响和相关造型等，锻炼合唱队员

在不同环境下的敏锐的音乐观察力，这样

就可以满足在多种复杂环境中对和声节奏

的把控。

五、结语

综上可知，合唱中的和声节奏训练

对整个合唱团素质具有很高的要求，它

不仅需要过硬的个人唱功，优秀的团队组

织，更需要一名优秀的指挥。当然除了这

些人为影响和声节奏的因素外，还存在外

界环境等干扰因素，而要成为优秀的合唱

团，就要全面考虑这些影响演唱的因素，

积极做好应对措施，通过高质量模拟训练

尽量保障合唱团的稳定发挥。总的来说，

对和声节奏的把控效果正是考验一个合唱

团实力的重要衡量标准，整个合唱团人员

必须对此予以高度关注经加强训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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