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感与乐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语感与乐感>>

13位ISBN编号：9787807521136

10位ISBN编号：7807521139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作者：陈宇京

页数：4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语感与乐感>>

前言

　　人类的语言其实并不仅仅限于日常生活用语。
语言按照其功能性来看，它还包括音乐语言、绘画语言、建筑语言等多个种属。
不论何种语言，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好的表述，都需要与本门类语言有关的感觉。
这种感觉包括人们对本门类语言本身的感觉，同时还包括超越本门类语言内涵和外延局限的相关门类
语言之间的通感。
所有的这一切感觉决定着语言表述者有关本门类语言的立美意图和审美追求。
　　人类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人声语言关于思想情感的表述，在这个表述过程中，为了使表达者的思想
情感条理清楚、意图明白，需要语言表述者具备良好的语言感觉即语感，以便语言表述者对自己想要
表述的思想情感内容进行简洁明了、逻辑严密的语言组织。
声乐语言与器乐语言一样，属于人类音乐语言中的一个子属，它不同于人类其他语言种属的一个鲜明
特征，即在于其纯文学意义的文本文字与纯器乐音响意义音符旋律的有机结合，因此，它的表述既包
括人们日常生活用语中关于思想意图表达的语感，同时又大大超越了日常生活用语语感所能表达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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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感与乐感：汉语声乐语言人声阐释研究》将主要从音乐美学和音乐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汉
语言范畴内的声乐语言作品，从书面文字音符形式向舞台人声阐释转换过程中语感与乐感运用的规律
和技巧进行深入地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把人作为声音的主体，从感言与感乐、语感与乐感的关系出
发，具体论述感言与感乐对于语感与乐感技巧性运用的指导意义，并就语感与乐感技巧在感言与感乐
基础上实际运用的规则和具体手段进行科学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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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硕士，文艺学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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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音高　　音高取决于发音体的振动频率，频率越大声音越高，频率越小声音越低。
发音体的振动频率又与发音体的体积和弹力有关，体积越大频率越小，体积越小频率越大；弹力越强
（如弦绷紧）频率越大，弹力越弱频率越小。
人的发音体是声带。
对语言来说，重要的是嗓音（声带发出的音）的相对高度，而不是绝对高度。
汉语中的声调主要就是嗓音高低起伏相对变化而成的。
根据人声发生学原理，人声的生发过程及其效果，实际上就是如何有效利用声门挡气并提高其利用率
的问题。
众所周知，声门确切说来是两片娇嫩的喉室黏膜。
声门如能有效地与由肺底排向体外的空气进行摩擦并有效地闭合，就会发出纯净自然的人声基音。
关于人声音高的产生，英国声乐理论家赫伯特·凯萨利在《心的歌声》中认为：声门闭合的活动是一
种在人为意识控制下的“声带变短的方法”，它“是由我们称之为前——爬式肌肉握紧方式来完成的
。
它像钳子似的，水平地沿着内收的声带移动；具有一种‘制动’的过程，使声带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
停止振动”。
并指出，随着音高的不断攀升，声带的振动也由全幅的振动向边缘的局部振动转移，这种肌肉活动是
可以人为控制并加以有效利用的。
　　2.音强　　音强取决于发音体的振幅。
振幅的大小是由发音体本身的大小（如大锣和小锣）和受力的强弱（如用不同的力度敲打同一面锣）
决定的。
复合震动体中发音体整体振动的幅度（振幅）越大，基音也就越强、越明显。
通常以基音的音高和音强代表整个复合震动的音高和音强。
音强对于语言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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