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卫理念　　Qianwei Linian

４　　　　　　 前卫 　２０２４．２５

浅谈费加罗的婚礼选段《哪里去了,美好的
时光》的艺术特色和演唱技巧

●许何缘

　　

[摘要]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作为莫扎特音乐创作的经典之作,自问世以来便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刻的

社会意义吸引了无数观众与学者.而该剧第三幕中的经典选段,«哪里去了,美好的时光»不仅展现了莫扎特

在音乐创作上的卓越才华,还深刻揭示了剧中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该选段以其旋律优美、情感细腻、戏剧

性强等艺术特色,成为女高音声部的重要曲目之一.然而,如何准确诠释这一选段的艺术魅力,并通过演唱

技巧将其完美呈现,一直是音乐表演领域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对该选段的艺术特色和演唱技巧进行深入

探讨,以期为歌剧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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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特色是指艺术作品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来的独特之

处，这些特色使其与其他作品相区别，是构成作品

艺术价值的关键因素。 演唱技巧是指演唱者在声乐表演过

程中为了准确表达作品的情感、风格和音乐内容而运用的一

系列技术手段。 研究《哪里去了，美好的时光》的艺术特

色，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莫扎特歌剧创作的风格与特点，

把握其音乐创作的精髓。 通过分析该选段的旋律、节奏、

和声等音乐元素，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莫扎特如何在音乐中表

达情感、构建戏剧冲突、通过音乐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

研究该选段的演唱技巧，能够提升演唱者的表演水平。 演

唱者需要掌握声音连贯、气息平稳和情感代入等关键技巧，

才能准确传达伯爵夫人的情感变化，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

共鸣，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演出。

费加罗的婚礼选段«哪里去了,美好的时光»简介

《哪里去了，美好的时光》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

三幕中的经典选段，由莫扎特作曲。 歌剧围绕着男仆费加

罗与女仆苏珊娜的婚礼展开。 在这一选段中，伯爵夫人罗

西娜在经历了种种闹剧后，独自一人反思自己的婚姻，唱出

了这段咏叹调。 这段咏叹调深刻表达了伯爵夫人对过去美

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丈夫背叛行为的哀怨。 她回忆起曾经

的甜蜜与快乐，质问那些虚假的誓言为何消逝，展现出内心

的痛苦、无奈以及对挽回婚姻的一丝期望。 宣叙调与咏叹

调相结合，通过不同的节奏和旋律走向，细腻地刻画了伯爵

夫人复杂的情感变化。 在乐器配置上，以２支双簧管、２支

大管、２支圆号、弦乐组及键盘乐器等配合soprano独唱。

双簧管和大管作为重要点缀，为音乐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情

感层次。 该选段是女高音的经典曲目，演唱者需要具备良

好的气息控制能力，保证声音的连贯和稳定。 还要准确地

把握节奏和音准，通过声音的强弱、音色的变化等，生动表

现出伯爵夫人的情感起伏。 这对演唱者的演唱技巧和情感

诠释能力都有着较高的要求。

费加罗的婚礼选段«哪里去了,美好的时光»的艺术

特色

(一)旋律优美与情感细腻

扎特以其非凡的音乐才华，谱写了一条极具感染力的旋

律线。 歌剧旋律的起伏与伯爵夫人内心的情感波动紧密相

连。 起始部分，旋律轻柔且略带忧伤，如同伯爵夫人在静

谧中悄然开启记忆的闸门，那些曾经与伯爵共度的美好时光

如涓涓细流般在音符间流淌。 细腻的装饰音和舒缓的节

奏，像是她在抚摸着往昔岁月的轮廓，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

对过去爱情的珍视与怀念。 随着情感的推进，旋律在中后

段出现了一些节奏的变化与旋律的上扬，恰如伯爵夫人内心

深处挽回丈夫的渴望开始涌动，从默默地追忆转为一种带有

力量的诉求。 这种从柔到刚、从悲到盼的旋律转变，没有

丝毫的突兀，而是如丝般顺滑，将伯爵夫人复杂而深沉的情

感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听众面前。 使听众仿佛置身于她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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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世界之中，感同身受地体会到那份美好与失落、哀怨与期

望交织的心境。

(二)曲式结构严谨

选段的结构设计，巧妙地融合了宣叙调和咏叹调。 宣

叙调部分以其类似朗诵般的节奏和音调，简洁而有效地交代

了剧情背景与人物的内心独白，为后续咏叹调的情感爆发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咏叹调部分又进一步细分，行板段落为

ABA结构。 A段的主题旋律在初次呈现时就深深烙印在听

众心中，那是对美好时光的深情勾勒；B段通过旋律的转调

与节奏的微调，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对比与张力，仿佛是现

实的阴影开始笼罩在回忆之上；当A段再次回归时，既有一

种情感的回归与呼应，又因之前的变化而带有了新的情感色

彩，如同对过去的重新审视与对眷恋的再次强调。 快板部

分的多段式结构，像是情感的层层递进与爆发，每一段都有

其独特的旋律动机与节奏型。 它们相互衔接、相互呼应，

将伯爵夫人内心的挣扎到最后的决心的心理变化展现得淋漓

尽致。 整个曲式结构如同一座精心构建的大厦，各个部分

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共同展现了作品丰富的情感表达与深

刻的艺术内涵。

(三)戏剧性强

选段在有限的音乐篇幅内，展现出了强烈的戏剧冲突与

张力，音乐与戏剧情节高度融合，成为推动剧情发展与塑造

人物形象的关键力量。 从一开始，那略带惆怅的旋律就仿

佛将舞台的气氛渲染得凝重而压抑，预示着伯爵夫人内心的

波澜；随着旋律的推进，音乐节奏的变化、力度的强弱交

替，映射出戏剧情节中的悬念设置与矛盾升级；当旋律在某

些节点上突然停顿或加速，恰似戏剧中的情节转折与高潮来

临。 在表达伯爵夫人对丈夫的质问时，音乐通过强烈的音

符冲击和紧凑化的节奏，生动展现出她内心的愤怒与不甘；

在隐约稍为缓和的段落，又像是戏剧中的短暂喘息与思考。

这种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使听众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舞台上伯爵夫人的神态、动作以及

与其他角色之间的互动。 使听众仿佛在欣赏一部精彩绝伦

的音乐剧，而不是一段单纯的音乐。 这增强了作品的艺术

感染力与表现力，让作品在歌剧的舞台上始终闪耀着独特的

光芒。

费加罗的婚礼选段«哪里去了,美好的时光»的演唱

技巧

在演唱《费加罗的婚礼》选段《哪里去了，美好的时

光》时，声音连贯、气息平稳和情感代入是至关重要的演唱

技巧，它们相互关联且相辅相成，共同塑造出精彩绝伦的演

唱表演。

(一)声音连贯

要实现声音的连贯输出，演唱者需要建立起良好的发声

基础，通过正确的呼吸方法，使气息能够源源不断地支持发

声。 在演唱过程中，演唱者的喉咙应保持自然放松的状

态，避免不必要的紧张和挤压，这样才能让声音如丝线般流

畅地流淌出来。 在处理“那些甜蜜的誓言，那些温柔的拥

抱”这样的长句时，演唱者需要凭借稳定且持续的气息推

动，使每个音符之间过渡自然，避免有明显的断点或突兀的

变化。 从发声原理来看，连贯的声音能够更好地展现旋律

的优美线条，使听众能够清晰地捕捉到音乐的走向，仿佛跟

随伯爵夫人一同沉浸在对往昔美好时光的追忆之中。 在演

唱“甜蜜的往昔在心中回荡”这句时，演唱者要运用腹式呼

吸法，吸气时让横膈膜充分下降，使气息充满腹部，就像将

气息储存于一个稳定的“气库”；发声时，以每秒约１０～１２
次的均匀气息流速推动声带振动；喉咙保持自然张开，如同

打哈欠时的初始状态，减少喉咙肌肉的紧张感，让声音顺畅

通过。 演唱者要想象声音沿着一条无形的轨道前行，从腹

部出发，经过喉咙，沿着上颚向前推送，形成连贯的声音线

条。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安娜·奈瑞贝科在演唱此选段时，

通过精准的气息控制与喉咙放松，在长达１５秒的抒情长句

中，能使声音毫无断点地流淌，音高波动控制在极小范围

内。 让听众仿佛被带入伯爵夫人的情感世界，深刻感受到

伯爵夫人的美好回忆，感受到展现了旋律的优美与情感的细

腻。 连贯的声音还有助于在不同音高和音色之间实现平滑

的转换，无论是低音区的深沉倾诉还是高音区的激昂表达，

都能以一种有机统一的方式呈现，增强音乐的感染力和表

现力。

(二)气息平稳

《哪里去了，美好的时光》选段的节奏和旋律变化丰富

多样，既有舒缓的行板部分，又有较为激动的快板段落，对

演唱者的气息控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演唱行板时，演

唱者的气息要如涓涓细流般均匀而缓慢地呼出，才能支撑起

悠长的旋律线条，使声音保持稳定且富有弹性。 在快板部

分，虽然节奏加快、音符较为密集，但演唱者的气息仍不能

慌乱，需要有节制的快速呼出，确保每个音符都能清晰有力

地传达。 以著名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演唱的“愤怒与哀

怨此刻在心底翻涌”这句为例，他在演唱前会先进行深度的

腹式呼吸，将气息吸至腹部最深处，使横膈膜充分扩张。

此时他腹部的隆起幅度可达５～８厘米，储备足够的气息

量。 演唱开始后，他巧妙地控制横膈膜快速且有节奏地收

缩，每秒呼出的气息量约为平常的１．５～２倍，但始终保持

稳定。 喉咙保持适度的打开，既不过分紧张也不过于松

弛，声带在气息的冲击下快速而有序地振动，振动频率可达

每秒５００～６００次。 在音符密集的“匆匆岁月怎可将爱遗

忘”片段中，他凭借着对气息的精准节制，能将每个音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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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地唱出，音准偏差控制在极小范围，使听众能深切感受到

伯爵夫人内心的激动与愤懑，生动地呈现出这一角色在快板

部分复杂而强烈的情感。 演唱者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增

强横膈膜的力量和对气息流量、流速的精准控制能力，即使

遇到风浪(节奏和旋律的变化)也能稳稳前行，将作品完整而

精彩地呈现给听众。

(三)情感代入

演唱者必须深入理解伯爵夫人这一角色的内心世界，将

自己完全融入角色的情感之中。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演唱

者对歌剧的剧情、背景以及人物关系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

究。 伯爵夫人经历了爱情的背叛与婚姻的危机，她在演唱

中既有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眷恋，又有对现实困境的痛苦与无

奈，还有试图挽回爱情的一丝希望。 在演唱时，演唱者要

从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乐句中挖掘出这些情感元素，并通过

声音的强弱、音色的变化、节奏的把握等手段将其表现出

来。 在表达对美好时光的怀念时，可以采用轻柔、温暖的

音色，略微放慢节奏，让听众感受到那份深深的眷恋；在表

达伯爵夫人对丈夫的质问与不满时，则可增强声音的力度，

加快节奏，使愤怒与哀怨之情得以宣泄。 在表达对美好时

光的怀念时，乐曲旋律平缓、速度较慢，演唱者可采用轻

柔、温暖的音色，略微放慢节奏，如“哪里去了，美好的时

光……哪里去了，那海誓山盟……”。 每两个小节的后半拍

出现的七分休止符，占据了一个小节中半拍的休止符，这样

的处理犹如一个伤心欲绝的可怜人，内心带着悲痛倾诉心

声，使听众感受到伯爵夫人对美好过往的深深眷恋。 在表

达伯爵夫人对丈夫的质问与不满时，如“为何一切变成眼

泪，为何一切变成烦恼……”，演唱者则需增强声音力度，

加快节奏，语气中带点责怪伯爵的意味，使愤怒与哀怨之情

得以宣泄。 这种从平静到激动的情绪转变，是全曲的高

潮，展现了伯爵夫人内心的痛苦与无奈。 只有当演唱者真

正将自己代入到伯爵夫人的情感中，才能使演唱不再是机械

的音符输出，而是充满生命力的情感倾诉。 使听众产生强

烈的情感共鸣，仿佛亲眼看见伯爵夫人在舞台上的挣扎与抗

争，使这首咏叹调的艺术魅力得到最大程度地展现。

结束语

通过对《哪里去了，美好的时光》的艺术特色和演唱技

巧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该选段在旋律优美与情感细

腻方面表现出色，莫扎特通过细腻的旋律线条和丰富的装饰

音，生动地描绘了伯爵夫人复杂的情感变化。 在曲式结构

方面，其巧妙融合了宣叙调和咏叹调，通过精妙的结构设

计，使音乐与戏剧情节高度融合，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在演唱该选段时，演唱者需要掌握声音连贯、气息平稳和情

感代入等关键技巧，才能准确传达伯爵夫人的情感变化，使

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未来，相关研究者应继续深化

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歌剧艺术的繁荣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指导老师：朱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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