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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社的丁丁拿来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鸿俊副教授即将出版的学术专著《声乐学概论》，希望
我说一些自己的看法并为之作序。
原本术业有专攻，作为一位作曲家我不宜对其他专业妄加评论，但阅毕罢卷，深感其意义不凡，于是
便提起了笔，写点读后感，权以作序。
本书特点鲜明，可用“基本理论、系统阐述、重点突出、实用性强、切合实际、适用面广”二十四字
来概括。
基本理论、系统阐述。
声乐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之于实践，总是亦步亦趋，总是随着声乐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所以，在数千年的声乐实践中，谈及声乐理论之论说，可谓众说纷纭，各执一端。
著名奥地利声乐家伊丽莎白。
舒曼（Elizabeth Schumann）说：“每个好老师，都有他自己成功的办法，而许多歌唱家采用他们不同
的方法，已有美满的结果。
但我们却不能说，我的这个方法施之于任何学生都能收到同样的效果。
”伟大的歌唱家卡鲁索也曾多次试验，测试他的声音，但结果却只有一个——他的唱法是极其自然的
。
所以，马拉费奥迪（Marafioti）医生在他1921年完成的《卡鲁索的发声方法》一书中写道：“大家都
知道世界上伟大的歌唱家都不知如何发声。
”的确如此，目前，世界上仍然找不到一本理论著述能够让人阅读后即能成为歌唱家。
道理也简单，这就像不会游泳的人，即使了解了所有的原理，也不能说明他学会了游泳。
这是实践性学科的特性。
实践水平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伴随着技巧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而提高。
当然，这不能因此就忽视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
因为盲目的实践和摸索，可能获得了能力，也可能获得难以纠正的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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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声乐学概论》阐述内容系统全面，概括性地介绍了声乐基本原理和基本发声技巧是声乐学中的
通识理论。
书中详细阐述了一个学习者从入门到掌握基本声乐演唱技巧中所碰到的主要声乐技巧，并对常出现的
声乐学习中的问题予以解答。
从而使《声乐学概论》著述做到了立足实践、重点突出、实用性强。
由此，也反映出作者独具匠心的写作布局和扎实的声乐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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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有过工人的经历，当过军人也做过演员，现满足做一名平凡的大学教师。
 近年来，主要从事声乐教学与演唱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发行声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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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声乐基本理论歌唱艺术又称为声乐艺术，它是目前大家所公认并喜爱的一门音乐艺术形式，也
是音乐领域中最直接舒畅地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一门技巧性很强的学科。
它通过歌唱者尽善尽美的声音来表达和塑造词曲作者创造的特定的艺术形象，使听者产生心灵上的共
鸣。
它不同于其他学科，而具有很强的抽象性、灵活性和复杂性。
因而，要想很好地学习与掌握这门艺术形式，就必然要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了解。
第一节初识声乐一、声乐的艺术特点歌唱艺术是一种最为古老的音乐活动。
歌唱作为一门艺术形式，就其发展演变成熟至今，历经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并有着数百年
的悠久历史。
歌唱是人类以其自身作为乐器来进行活动的，它以人的嗓音为音源，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的、本能的活
动，并通过人声这一人类所特有的最自然、最朴实、最亲切的“乐器”方式来传递与表达人们内心深
处的某种情感。
在音乐世界的海洋里，歌唱是具有最为重要地位的音乐艺术种类之一。
这不仅仅是因为歌唱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而且是因为歌唱几乎是我们人类最为自然的情感表现
的手段。
由于它是带有音乐的语言，因此在传情达意上最直接、最准确并最易被人们所接受，同时也最能引起
人们的共鸣。
然而，歌唱艺术并不等同于其他的艺术形式。
具体表现在：（一）声乐艺术与其他器乐表演艺术的区别因为歌唱的“乐器”是声带，它处在人体的
内部，是比较抽象的；而其他乐器，如钢琴、小提琴、二胡等是可以用我们的肉眼直接看见并触摸到
的，且乐器质量的好坏也是可以供人们自由选择的。
即是由乐器的制造者通过对材料质量优劣的选择加上其制作过程中的某些特定技巧而定的。
但歌唱的“乐器”则是不能由人们任意进行选择的，因为它是先天地长在人体的内部，是由气管与喉
头之间的两片纤维黏膜受气息冲击后的振动而产生的声音。
它既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门科学。
（二）声乐艺术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围除了与其他器乐有着共同的艺术表现规律外，它还有其自身特
有的艺术规律。
即歌唱艺术是音乐与语言相结合的一门综合性的表演艺术。
对于歌唱者而言，理解与掌握歌唱艺术的音乐与语言相结合这个基本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这
一基本特点规定了其日后在进行声乐学习与声乐演唱过程中所达到的目标及所要训练的方向。
同时它还涉及到心理学、生理学、音响学、语言学、表演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并与文学、诗歌、民
俗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声乐艺术的特点即它可以不必依赖其他乐器去进行音乐活动，因为它的乐器就是歌唱者本人。
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在《声乐教学》一文中形象地指出：“学习声乐与学习器乐最大的不同
之处，就是声乐没有现成的乐器，它是要在声音的训练过程中去创造。
学习声乐的过程，也就是制造乐器的过程。
在制造的过程中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歌唱艺术可以被看做为最简捷、最方便的音乐手段。
就演唱者而言，它要求演唱者既要有高超的声乐技巧，同时又要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与丰富的艺术内
涵。
（四）声乐艺术的价值它既能够表达人们的志趣情感，促使人们积极向上；又能使人们从中得到娱乐
，并最终把人们统一在同一的大道上。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也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因而，它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属于社会活动的范畴。
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类审美意识的增强以及审美水平的提高，歌唱艺术已经成为越来越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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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所接受并喜爱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教学体系与完善的教学方法，并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表现内容与形式上，尤
其是发声方法与声音技巧的艺术性等方面，都取得了喜人的丰硕成果。
我们要保持这一良好的势头，使我们的声乐学习与声乐教学紧紧地围绕着歌唱艺术所特有的艺术规律
而展开，并最终使我们的歌唱艺术不断地向前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二、正确认识声乐艺术既然歌唱艺术不同于其他学科，那么只有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能认识到歌
唱艺术的重要性、科学性与艺术性。
（一）声乐艺术的重要性歌唱是音乐艺术形式中最能够真实、直接地抒发思想感情、反映客观现实的
，也是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它的发展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歌唱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人类丰富多彩的思想感情都可以通过它充分地表达与反映出来
。
歌唱艺术的重要性在于：1.歌唱有益于人体身心健康。
它可以使人心情舒畅，促进呼吸循环，从而改善心肺功能，清洁血液，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它还有
助于人的心理健康，可以改变人的抑郁、苦闷和烦躁等不良心境，促进人建立良好的心态，增强自信
，从而提高人的心理素质。
2.歌唱是一种全身心的审美活动。
它可以增强人的审美意识，提高鉴赏美的能力，从而丰富人的想象力，增强记忆力和注意力，开拓形
象思维，对于促进智力水平的发展极其有益。
3.歌唱可以提升人的气质。
歌唱和发声练习可以改变语言发音上的不良习惯，丰富声调，提高声音质量，增强人的语言表达能力
，同时还有助于结合自己的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表达真实自然的思想感情，使人的言谈举止变得更为
优雅，从而全面提升人的气质。
（二）声乐艺术的科学性人类从古至今都在探讨和总结歌唱艺术，并不断运用实践来研究歌唱的发声
机理，这使得科学技术越来越深入到声乐艺术领域。
人类发明了喉镜检查仪器设备，还可以通过x光射线的透视图片和体内摄像来了解发声活动的各种状
况。
由于声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现代生理解剖学等全方位知识信息的介入，歌唱艺术的研究成
果和理论就变得极其丰富多彩。
这些都为声乐理论的学习和歌唱实践的训练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依据。
（三）声乐艺术的艺术性歌唱艺术既然是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那么它自然有其艺术表现的
独特魅力。
它在创作与表现上有其自身巧妙的方式和方法，并且具有抽象性与时代性。
学习歌唱艺术绝不是对歌唱者简单纯粹的模仿，而是要真正学会运用歌唱的技巧与方法，这才是最重
要的。
从而可以巧妙、自然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去表现歌曲的内涵，感受歌唱的魅力。
第二节声乐的发声机能与原理一、声乐发声器官（一）器官组成歌唱是以“人声”作为乐器的，其发
声原理同其他乐器一样，离不开动力、振动体、共鸣这三个重要的因素。
歌唱者的“乐器”的动力便是气息，而振动体即为声带。
肺部的气体从气管呼出，震动喉头的声带发出声音。
这个声音经过喉腔、咽腔、口腔、鼻腔得到共振，使声带发出的基音得以扩大、升华，这就是歌唱发
声的一般过程。
同时，歌唱者的“乐器”又是有别于其他乐器的，因为它是音乐与语言相结合的一门表演艺术，需要
借助有声的语言艺术来表达歌曲的情感与内涵。
因此，人体直接参与歌唱发声活动的器官分别由呼吸器官、发声器官、共鸣器官、语言器官与感觉器
官组成。
它们是歌唱发声的全部物质基础，是歌唱发声运动中的主要功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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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来分别地谈谈它们的生理结构和歌唱发音时的机能状态。
1.歌唱的呼吸器官呼吸器官也可称为动力器官，它是由口、咽喉、气管、支气管、肺、胸肋、横膈膜
、腹肌等组成。
歌唱时依赖这些器官进行呼人与呼出空气的循环交替来完成歌唱活动的全过程。
从功能上来看，控制呼吸的肌肉群可以分为吸气肌肉群和呼气肌肉群。
吸气肌肉群主要包括肋间外肌、胸大肌、胸小肌、膈肌（横膈膜）；吸气肌肉群主要包括肋间肌、胸
膜肌、腹部肌等。
既然整个呼吸活动都是依靠呼吸器官的联合运动来实现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其有个整体的认识与
了解：气管上接喉腔，下通肺，是气息的通道。
胸腔外面是肋骨、里面是肺，肺的内部有许多支气管，支气管的末端有许多肺泡，肺泡在吸气时扩大
、呼气时收缩。
而在肺的外部是由肋骨所组成的胸廓，肺在它们的保护下安全地工作。
在肺的底部与腹腔交会处（胃部）有一层韧性很强的膈肌，这个膈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横膈膜。
在静止的状态下，其形状犹如一个倒置的脸盆，将胸廓与腹部分割成上下两个部分。
吸气时肺泡扩张、气压增加，迫使膈肌的圆顶下降，整个胸腔向下伸展并得以扩大，肋骨向外扩张，
使肺部能储存大量的气息；呼气时，吸气肌肉群放松，膈肌圆顶上升，胸腔缩小使肺泡收缩，气息被
不断排出体外。
这就是呼吸的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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