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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举办合唱指挥学习班的目的是想解决两个问题：（1）怎样用美声唱法来唱中国歌曲；（2）系统的
讲一讲合唱指挥。
最近，中国的合唱水平为什么还适应不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我感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排练不认
真，不少合唱队员排练时思想不集中。
我们在排练中普遍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不遵守时间，迟到是普遍现象。
我们要建立时间就是生命的观念。
其实迟到者是剥夺了别人（指准时者）的时间，起码这是对指挥和合唱队员的不尊重。
来排练的人谁没有事情？
如果大家都以各种理由随便迟到，那排练怎么能搞好？
所以，在集体艺术中尤为重要，我们一定要准时开始，准时结束。
在国外排练，一到规定结束的时间，乐队演奏员收拾乐器就走了，说什么理由想延长排练时间都没用
。
（二）不遵守纪律，排练时思想不集中，讲话的人多。
文革以前不是这样，那时候，不论专业还是业余的，排练纪律都非常好，很安静，连针掉在地上都能
听到声音。
音乐是从安静中产生的，先有了安静，音乐才能入脑动心。
自从文革破坏了这个规矩以后，纪律就一直不好，抓了那么多年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
纪律不好，思想不集中，排练的质量怎么提高？
演唱水平又怎么上去？
我有一次去日本作访问演出，日本方面合唱团的负责人对我说：排练一次，彩排一次，然后就演出。
我根据中国的常规感到排练一次不一定行，要求再增加一次。
那位日本朋友说：‘排练的要求，歌曲的处理只要你讲一下，我们就能做到。
要是你讲了一次，我们没有做到，那是我们合唱团的耻辱：后来在排练中，果然他们人人都思想集中
，纪律井然，排练一次成功，演出很好。
可见，排练的纪律对排练的质量是何等重要。
”这是司徒汉先生生前开办合唱指挥班时的讲课内容片断，他是一个非常严谨，满腔热情但又一丝不
苟的人。
值此逝世五周年之际，我们把司徒汉先生的合唱理论及讲课内容整理成册，一来以纪念司徒先生对合
唱指挥事业的贡献，二来可以丰富我们合唱指挥的知识领域，给广大喜爱合唱指挥的朋友们提供更多
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讲课的形式介绍了合唱指挥的基础理论知识及相关注意事项，共分为12讲
，每一讲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
第二部分为司徒汉先生指挥过的合唱曲谱，前三首曲谱均加注了非常详细的指挥手势手法符号，后几
首由于他的后期病重，未能继续完成加注，可供广大读者参考和学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合唱指挥12讲>>

内容概要

　　《合唱指挥12讲》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讲课的形式介绍了合唱指挥的基础理论知识及相关注意
事项，共分为12讲，每一讲都形象生动、深入浅出。
第二部分为司徒汉先生指挥过的合唱曲谱，前三首曲谱均加注了非常详细的指挥手势手法符号，后几
首由于他的后期病重，未能继续完成加注，可供广大读者参考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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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徒汉（1923-2004），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原上海合唱团、上海乐团团长，中国合唱事业的开拓者
及奠基人之一。
在60年的指挥牛涯中，司徒汉先生先后指挥演出过中外合唱歌曲及群众歌曲1000多首，担任过各种场
合的全场指挥3000余次，培训和辅导过的群众歌咏团的指挥及音乐教师达2000多人，创作了10部近代
题材的大合唱及300多首其他形式的声乐作品，灌有唱片20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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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理论部分第1讲 概论第2讲 指挥的基本要领和图示第3讲 指挥手势的探讨第4讲 学习中应解决的问题第5
讲 表达音乐感情的五种技法第6讲 气感与呼吸第7讲 群感与共性第8讲 乐感与纵横艺术第9讲 发声方法
及练习曲第10讲 歌曲的分析第11讲 歌曲的艺术处理第12讲 对指挥者的要求练习曲谱游击队歌祖国，慈
祥的母亲唱支山歌给党听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海韵旗正飘飘附录一、女高音音域二、女低音音域三、
男高音音域四、男低音音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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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音乐是人类表达精神世界、内心感情和描绘生活形象的语言，是比日常生活的语言更生动、更
美化、更高级的一种语言。
指挥也是一种语言，是用手来表现音乐的语言，这是不用翻译就能看懂的国际语言。
这种语言，观众和演员都能通过手势领会指挥的意图和意境。
因此，用指挥来进行音乐教育更好、更方便、更生动。
指挥在用手势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同时，还可以对学生观察、暗示、启发、默契等因素同步进行，这
是音乐教育中最有效的方法。
一位日本专家曾经讲过，音乐教师首先要学会指挥，不会指挥的不能成为好的音乐教师。
合唱是一种群性艺术，指挥是这集体中的灵魂。
因而一个指挥在表演时，他要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感情，而是集体的感情，要使合唱队全体演员的感情
统一，声音一致，起收整齐，让音乐有生动感、有立体感。
简言之，是表现群体，而不是表现自己。
指挥统帅群众，又融化于群众之中，两者要合为一体，这很重要，因为合唱表现的是群性的艺术。
比如歌剧演员和合唱演员就有不同，前者要有人性，而后者则要把个性融化在合唱的群体之中。
指挥的责任与作用与戏剧的导演有相同，又有不同。
导演只管把戏导好，自己不一定演。
而指挥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而且是主要演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有了“没有不好的合唱队，只有不好的指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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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唱指挥12讲》：谨以此书纪念我国第一支职业合唱团的创始人、著名指挥家——司徒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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