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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作者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
书稿内容系统、完整，由浅入深，通俗而深刻，凝聚了作者在发声学领域的全部研究成果。
  
    作者把发声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包括歌唱、朗育、播音、节目主持、演讲、配音、解说及日常
口语等人类噪音表达的内在科学机制、表现力与感染力的由来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同时，从发声学的角度，阐述了系统的艺术原理和美学原理，提示了艺术的本质及其人类审美的根源
。
尤其是对传统沿袭的发声学理论、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很多实质性的问题
。
  
    整理成书时，作者十分强调内容展开的逻辑性及其整体上的系统性。
因此，作者建议读者：阅读此书时一定要耐住性子，从头至尾循序渐进地进行，以求得一个发声学知
识上的完整性，从而经历一次完整系统的发声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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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甄立夫，1964年生于黑龙江省鸡西市，祖籍山东济南。
著名男高音、发声学专家、朗诵艺术家。
1984年毕业于济南铁道学院，曾任哈尔滨铁路局技术员、工程师。
1986年至199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
1993年入中国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和钢琴，从1995年开始，专门从事发声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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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专业歌唱的声音色彩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们已经知道,人体共鸣腔是从上到下通过声带纵向贯通
的一根“管子”。
歌唱时，是否能够自始至终保持住这根“管子”的畅道，声音的上端能够有力地集中共鸣腔的最顶部
——额窦，声音的下端能够像大树一样深深扎根于共鸣腔的最底部——心底，是专业歌唱的基本要求
，同时也是衡量歌唱用声方法是否正确、到位的惟一依据。
专业歌唱的声音色彩，也由此而来，歌声的完美性就在于是否能够保证第一个声音的细节都有意识地
做到这一点。
    然而要想培养这样的歌唱能力，首先在感觉上就要善于感知自身共鸣腔体上下贯通的状态，进而把
它养成生活中的状态习性。
                               练声的科学依据    以声是人与人生俱来的一种生命现象，是一种生命行为。
因此，发声的科学是一门行为科学，是研究人类发声的内在机制的科学。
行为的内在机制包括：行为的动机，行为的过程，行为的结果。
体现在发声上就是：为什么要发声？
是怎样发声的？
到什么程度才恰到好处？
的?到什么程度才恰到好处?        我们所揭示的内在机制，必须是生命行为时所把握的现实机制。
因为只有这样的机制才能切实用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实践。
所以，也只有揭示了这样的机制才具有真正的行为科学的意义。
    人们练声的目的，无一不是为了更好地表达。
这个共同的目的，就决定了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因此，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声学，必须建立在表达的基础之上。
反过来说，也只有建立在三然表达基础上的练声方法才堪称是科学正确的练声方法。
    要揭示科学的真理，就要进行科学的实验。
把一些自然表达的情节，当做科学实验的素材，通过简单的发声表达实践，去揭示其内在蕴涵的普遍
机制，再反过来指导我们的练声实践，这就是科学练声的过程和原理。
    至此，我们所揭示出的第一大发声学真理就是：一个人的嗓音永远是其发声时刻的实际生命状态的
反映。
    这个真理表明：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就会发出相应的什么样的嗓音。
一个人的嗓音无法超越自身发声时的生命状态。
人们通过嗓音的形式所感受到的也是发声者的实际生命状态。
一个理想的嗓音，只能是一个理想的生命状态的反映。
状态不到位，理想的嗓音形式是展现不出来的。
    这是科学练声的一个大原则。
在这个大原则的指导下，科学练声的过程就成了开发培养自身生命状态——自我修养、自我提升的过
程了。
    事实也正如此。
要想让自己的嗓音富有魅力，人人都喜欢听而不排斥，只有在一个健康理想、人人都向往的生命状态
下发声才能实现。
                       心灵定位的意义   “心灵”的定位，其意义深远而广大。
首先明确了“感受力”和“感受”这两个最基础的艺术概念。
除此而外，对于我们的艺术训练和艺术实践还有其如下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
    (1)艺术是心灵的语言    这句传统上的修饰用语，随着“心灵”的定位，已经上升为一个科学的命题
。
    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用来交流“心灵”的感受信息的。
    美术用线条和色彩，音乐用声音，舞蹈用姿态⋯⋯    一切能够有效地传递“心灵感受’’信息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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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都可成为有效的艺术表现形式。
丰富多彩的现代艺术，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相反，即便采用了人们公认的艺术形式，如果展现不出明确的“心灵感受”信息，不能给人带来艺
术感受，也枉称艺术。
   (注：课堂上以舞蹈为例的示范略)    “感受”是人类的第一语言。
艺术就是“心灵’’与“心灵’’之间以“感受”为语言的直接对话。
   “心灵感受”是艺术的根本。
    我们常说，艺术都是相通的。
“通”就“通”在它们都是“心灵”的语言上，都在倾诉着源于“心灵”的感受信息。
    我们的嗓音表达，要想给人艺术的感染，同样要通过表达的嗓音清晰地传送出鲜明的“心灵感受”
信息来。
(注：课堂上的示范略)    (2)生命的全部内在需求，都是作为我们对自身生命中心的体验——“心灵”
的愿望要求而被感知到的。
也就是我们“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的“想”。
    所以，当我们“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的时候，在感觉上都是“心里”想的。
叹气是“心里’’想叹的，打人是“心里”想打的。
    “心灵’’是个体生命整体的代表，生命的一切内在需求都是作为生命整体上的一种需求体现出来
的。
    所谓“心里话”，就是能够代表表达者整体生命的“话”，只有用自己的“心灵’’才能说出这样
的“心里话”。
    我们说：从最简单的病毒，到最高级的人类，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完美的。
生命的完美性主要体现在所有的生命形式都百一种“自动的自我协调能力”上。
这种能力不需要外力的帮助，使生命成为一个自动的行为系统。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个体生命，都十分清楚自身生命体上的各种功能性器官是用来干什么的，什么时
候用，怎样用，这些知识技能源于生命的本能，万用学习便可获得。
     ⋯⋯书摘2    这里所说的“反思”与传统哲学中宣扬的“一日三省吾身”的“自省”，意义不同。
传统哲学中的“自省”是一个“自责”的概念，是号召人们以“周礼”为典范“自责”自己的过失与
不足。
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反思”是一个“总结”的概念，主张的是一个人要勤于“总结”自己的过去。
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只有建立在善于“总结”的基础上才具有实际的意义。
有了善于“总结”的习性，过去的一切——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将成为自己未来发展的坚定基石
。
我们不但要善于“总结”自己，而且还要善于“总结”别人。
“总结”别人，能够更加丰富自己。
    (2)“反思”要立足于自身素质的提高。
    无论什么挫折，都要善于从自身素质上的不足去寻找根源。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一个个体的人，只有去适应社会的义务，而社会决不会掉转头来适应某一
个人。
    (3)自身发展的动力，应建立在对一种远大的理想、事业的追求上。
    无论目标最终是否能够实现，然而“远大的追求”总是自我开发的最长久可靠的基础动力。
如果把自己发展的动力建立在对眼前利益或与周围的人比较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动力就会随着欲望
的满足而迅速消失。
    (4)要平衡好“务虚”与“务实”的关系。
    有“理想”、有“志向”，只是“务虚”的一面，要清醒地认识到“远大的理想、事业，，的实现
，必须以“脚踏实地、勤劳肯干”的务实精神为基础。
这就是所谓“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战略”上藐视敌人，这是自信心的来源；“战术”上要重
视敌人，这是“战略”成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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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合理地分配自己的精力。
    一个人最有限的，是毕生的精力。
因此说：精力是人生的第一投资。
有句格言叫做：“认识你自己”。
一个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超越自己。
我们不但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更可贵的是能认识到自己的长处，认识到自己本来就优于别人的长项
。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陶醉于自我，而是为了集中精力去开发培养自己的长项。
精力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只有把有限的精力集中投资于自己的长项，才有可能超越“竞争”的领域
。
俗话说：“人无完人。
”一个人的不足，是毕生也克服不尽的。
我们所要做的，是在致力于开发自己的长项的基础上，来弥补和改造自己的不足。
对于那些有碍于自身长处发展的不足，一经发现，就要毫不犹豫地加以弥补和克服。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一点经验之谈。
然而要真正“认识自己”，在现实的社会中找到人生的立足点，谈何容易。
    西方一位经济界的成功人士说的好：“有百分之八十的希望，立即行动。
”年轻人只有在大胆而迅速的“梦想行动”中，才能认清自己，尽快找到人生的航标。
    谈完了这点儿人生的经验，下面我们回过头来继续探讨“平衡”的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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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因其专业水准和深刻的思想性必将对发声学领域产生极大的影响，其影响并将波及人文科学
领域。
可以说，作者是在一个真正的意义上，将一门人文学科上升到一个科学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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