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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声乐界历来认为“声乐”是不可以自学的。
因为歌声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东西。
所以声乐教学的过程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
因而传统的声乐教学法十分强调声音概念。
和歌唱感觉的作用。
其教学过程是由教师示范演唱，然后启发学生体验正确的歌唱感觉，要求学生记住这种感觉，并能够
在演唱时重复这种感觉，进而能够熟练地、准确地、运用到歌曲的演唱之中去。
即使在有老师示范、讲解、启发、指导的情况下，尚且难以领会用文字就更加难以表达授课的内容了
。
因此，没有人尝试去为业余的声乐爱好者写一本具有实际操作可能性的声乐自学教材。
年轻时，我也曾持有过“声乐”不可能自学的观点。
　　但是，长期的业余教学实践，使我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
因为歌声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东西，但歌唱时状态是可以看得见的，尤其是形成歌唱状态
的动作，更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
只要能把抽象的感觉的教学语言，改变为具体的歌唱动作、状态的传授，学生学起来就会容易得多了
。
为此，我把精力集中在形成“歌唱状态”的“分解动作”的研究上。
结果发现，歌唱状态竟然是由简单的八个分解动作组成的，学起来并不十分困难。
这就使声乐学习变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再试着将声乐的学习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分解到合成编排成一个教学程序。
这以后教学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学生的成材率也提高了。
　　在中国，业余的声乐爱好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不少人，特别是中老年声乐爱好者都有自学
声乐的愿望，可惜缺少供他们自学的具有指导性的、可操作性的书籍。
许多业余学生反映，一般的声乐书籍，他们看不懂。
就是看了许多遍，仍然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练习。
他们普遍认为，我的声乐讲座比较易懂，听后知道怎么练。
于是，就鼓动我为他们编写一本声乐教程。
这样我才有了写书、出书的念头。
但是，当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才知道，要把声乐面授的内容，用简单的书面文字表达出来，真的
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甚至用什么样的格式写，都难以决定。
十年来，写了许多稿子，都不能令自己满意。
如今我已年过古稀，勉强写完这最后一稿，仍然不够满意。
只是尽力尽心罢了。
现在发表出来，一方面是满足业余学生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得到同行们的指教。
并对声乐的教学改革，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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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专为业余声乐爱好者这个群体写的，是供他们自学用的教材。
全书共分九课，主要讲解了a母音的练声，汉字的语音结构与歌唱中吐字行腔的关系，高音速成训练
法等内容。
     本书内容翔实，概念求准确、原理求简明、术语求权威、阐述求清晰，并在此基础上紧扣中老年人
的生理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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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一位歌唱家与一位普通人唱同一首歌曲，相比之下，歌唱家要唱得好听得多呢？
这是因为他俩在发声时的状态是完全不相同的。
普通人是用平时讲话的发声状态去唱歌，“声乐”上称之为“白声”。
“白”者，“道白”（说话）之意也。
而歌唱家是用经过长期训练的歌唱状态去唱歌的，其声音具有丰富的共鸣和优美的音质。
所以，发声的“状态”决定了“歌声”的优劣。
那么，“状态”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它是由形成状态的“分解动作”决定的。
比如：“握拳”这个状态，是由五个指头向内弯曲攥紧的动作形成的。
每一个手指做的动作，就是一个“分解动作”。
如果其中有一个手指没有做“弯曲”，这个“握拳”的状态就不能形成。
所以说“动作”决定了“状态”。
如果要达到正确的状态，就必须纠正那一个不正确的“分解动作”。
　　同理，科学的“歌唱状态”，也是由一些不同的分解动作形成的。
只不过比“握拳”的“分解动作”要复杂一些罢了。
根据多年教学的归纳和研究，我发现，无论什么复杂的歌唱技巧，其歌唱状态，都是由八个简单的“
分解动作”合成的。
只要学会了这八个分解动作，再进行“合成”训练，就可以把歌唱好了。
这样说来，学习声乐是不是太容易了。
非也！
由于歌唱时这八个动作要合成一个整体的状态，必须在一瞬间同时完成，只要有一个“分解动作”没
有配合好，“歌唱状态”就不能形成，歌唱的声音就会有“缺陷”。
俗话说“心无二用”，而要在瞬间同时完成这么多的动作，就要求“一心能够多用”。
这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做不到“一心多用”，歌唱中常常会“顾此失彼”，不断出现错误，使歌唱失败。
这就是声乐学习必须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基本功——八个“分解动作”——严格训练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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