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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津音乐学院学术丛书”之一，为石惟正的音乐文集。
石惟正，声乐教授、声乐理论家、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人民音乐》杂志编委。
曾多次被聘为全国电视青年歌手大奖赛、文化部出国比赛选拔赛、金钟奖声乐比赛评委。
九十年代以来曾应邀到20几所院校讲学，还曾到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地讲学、演唱。
曾获国家教育部科研三等奖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
本书就是他向大家展示这种有限之极的对当代歌唱现实、音乐现实思考的心路历程。
     本书是石惟正的音乐文集，作者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有限之极的对当代歌唱现实、音乐现实思考的心
路历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种报刊、会议发表的文章。
第一部分是论文，第二部分是小品文、杂文、报道，第三部分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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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惟正，1940年生于天津市。
声乐教授、声乐理论家、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人民音乐》杂志编委。

    195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63年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一音乐会专业，同年留校任教至
今。
1983年任副教授，1988年任教授，还曾先后任声乐系主任、副院长。
1990至1997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
1997至2006任石惟正声乐理论研究室主任。
所著专著有《声乐教学法》、《晨声69声字结合练声曲》、《声乐学基础》等。
在核心刊物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有：《声乐发声的矛盾与平衡》、《论声乐艺术表现》、《是分道扬镳
还是殊途同归一一论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方向》、《中、西传统声乐的优势契合一一关于寻求当代中
国声乐优势的思考》等。
曾多次被聘为全国电视青年歌手大奖赛、文化部出国比赛选拔赛、金钟奖声乐比赛评委。
九十年代以来曾应邀到20几所院校讲学，还曾到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地讲学、演唱。
曾获国家教育部科研三等奖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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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从沈湘先生的文章《漫谈歌唱的思想方法》说开去  “三种唱法”分类可以结束了  我的民族声
乐观  当代中国声乐界面临的五个问题  20世纪末中国声乐的特   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论中国
民族声乐的发展道路  再谈我的民族声乐观  论中、西传统声乐的优势契合——关于寻求中国当代声乐
优势的思考  声乐教学的警钟——防止和走出不良定型  建立中华乐派的途径小品、杂文、报道  敲响最
美的心音  声乐的当务之急  以异求同  小歌连着众人心——从施光南的创作道路想到的  热土·热泪·
热望  小小太阳不是我  金字塔与猴爬杆——听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素质考核有感  音乐、文学会合于新
的起点——听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有感  模仿与刮风  天津——母亲，歌唱家的摇篮  津门有座音乐院  
吴碧霞现象正在向我们展示一种大思路、大手笔  我看，有比“美声”更为合适的称谓  2003天音声乐
论坛纪实  听马友友拉琴是一种享受评论  群星璀璨——1996全国声乐比赛选手演唱素描  小声音赢得了
大剧场——王宪林第四次独唱音乐会述评  全国美声歌唱人才的擂台赛——听文化部1998一1999国际声
乐比赛国内选拔赛有感  1997全国声乐论文综述  1999全国声乐论文综述  《金钟奖》不分唱法搞比赛好 
2000全国声乐论文综述  斯人之声久久绕梁不去——听佳克米尼唱《乡村骑士》有感  200l全国声乐论文
综述  中西声乐碰撞的流光异彩  致吴碧霞的公开信  用心耕耘的园丁——《姜家祥声乐理论与教学实践
》读后  沈湘教授教学的三个优势——纪念沈湘逝世五周年  最简单的东西最深刻——听周小燕先生公
开教学有感  金钟鸣响处阅尽歌坛春——第三届金钟奖声乐比赛点评  什么是贯通中西歌唱的桥梁? ——
评吴碧霞2003年9月5日、9日独唱音乐会  她是艺术虔诚的使女——张礼慧独唱音乐会听后有感  浩瀚之
深情催动江河般的歌声奔涌——田浩江2004北京独唱音乐会评述  他以纯青之火练就歌唱之“上乘内功
”——张建一独唱音乐会述评  才华之光映红了初春的夜晚——听晁浩建教授师生音乐会有感  苍翠有
时胜于明丽——听王秉锐现场演唱有感  中、西声乐交会的华丽光彩——评黄华丽硕士研究生毕业音
乐会  中国国际声乐比赛的生命力在哪里?——听第三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决赛及颁奖音乐会有感  晴空
掠过剪影劳燕仍在奋飞——出席周小燕教授优秀学生音乐会有感  追求人声乐器的最佳效能——从中
央音乐学院78届歌剧系学生毕业22周年音乐会说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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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气与声　　在发声中，气是动力，声带是振动体，如同提琴的弓对弦、簧管乐器的　　气对
簧一样。
没有气就没有声，而没有正常合理的声带振动，也使呼吸不能　　舒畅或无的放矢。
有一定的气压才能发出声带振颤，而气压和气柱，也只能　　依靠声带靠拢振动时给气的阻力和反作
用力才能形成。
这就是气和声互相依　　存的关系。
但这二者的关系可能是谐调的、合理的，也可能因观念不对、用　　法不当而成为不谐调、不均衡、
不合理的，从而也可能使依存关系根本被破　　坏而否定了声和气这二者存在的前提。
　　怎样观察、判断声气关系的状况并加以调整以求得谐调和合理呢?　　声气关系的核心部位是声门
（声带两游离缘之间），声门状态是声气关系　　状态的主要标志。
声门状态用声气比例来思考、衡量和调整。
　　我们常可遇到两种错误：一种是声带闭合力过分了，甚至受到挤卡，致　　使声门处两游离缘相
互摩擦。
这时出现一个假象：似乎气不仅够用还很长，　　但听起来气流不畅，没有通畅感和流动感，音乐或
亮得剌耳，或粗糙发抖不　　能控制。
我们可称这种情况为声大于气或声多气少，意思是指用声的力量多　　于正常的需要而气的流量少于
正常的需要（并非指声气之间的什么数字比例　　。
艺术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用一定单位名称的数字计算是没有意义的。
）　　另一种情况是歌唱时声带两游离缘不够靠拢、声音空虚、气无的放矢、自觉　　气短、相当一
部分气能浪费掉了。
我们称此种为气大于声或气多声少。
这两　　种情况都可因游离缘相互摩擦或气流冲击游离缘而形成声带病变。
　　以上两种情况也有由于用气不当的原因而造成的。
如两肩上端，呼吸过　　浅或呼吸过于控制和保持而僵化，这些情况都造成气压不足致使声带的运动
　　肌肉和某些喉外肌帮忙来进行代偿：气用得过猛过冲也造成声带拼命挡气不　　能正常作合理振
颤。
　　有时演员用声带不能随声区变化而变化振颤方式（即不能随音的上升而　　逐渐由整体振动变为
边缘振动，也不能在更高的声区使游离缘变薄声带缩短　　或在最高的声区作减幅振动），也会造成
声气比例不正常。
如在中低声区和　　高音区一样主要用边缘振动就会气大于声，如高音区仍坚持全幅振动就会声　　
大于气。
　　在实际中有多种比例的声气组合。
这多种比例绝不能说只有一种是对的　　。
声乐教师和演员自身如能从不同作品、不同风格、不同感情、不同艺术需　　要出发去自觉判断自己
的声气关系、调整声气关系，就可清醒地掌握自己的　　用声，去恰当地表现歌曲艺术。
　　当然声气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事物，自身也构成一个矛盾　　方面和别种因素构成
矛盾：如和身体姿势、喉头位置、共鸣使用、唱者声音　　观念、耳朵感受自己发声的错觉等有密切
的关系。
不管有多少对矛盾，教师　　和唱者一定要认清：建立正确的声气关系是歌唱中的基本原则或第一个
原则　　。
　　二、喉头的高与低　　很多男女高音及一部分中低音，在追求高和亮的同时，抄了一条近道：　
　他（她）们用提起喉头的办法缩短咽腔使之容易发高音；还有一些人本不是中　　低音却为了追求
声音的低、厚、宽而用了压下喉头伸长咽腔的办法。
过分提　　高喉头的人，呼吸必然浅，声音尖、白，缺乏通畅感和胸腔共鸣，也没有真　　正的头腔
共鸣，音量受到很大的限制，有人甚至下巴突出、面目可怖；过分　　压低喉头的人，声音呆滞、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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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空，声音沉重，缺乏真正的头声和柔美灵活　　的感觉，失去了应有的高音。
也有的人在低音区压喉、高音区提喉，几个音　　区音色完全不统一。
　　无论喉头过高或过低又分别有两种情况：有人无论喉头升或降，舌肌都　　不紧张、下巴不硬不
突出、舌骨不前移下压。
这种情况的发声，只不过音色　　不统一但无紧逼感和闷塞感。
但另外一些人无论提喉或压喉，舌肌都是绷紧　　的，下巴僵硬、突出。
这种人歌唱更容易疲劳，对声音损害更大。
　　什么是最恰当的喉头位置?作为练基本功而言，良好恰当的喉位是带着　　自然的面部表情，半张
口深吸气时的喉头位置。
有时因每人声音的特殊性也　　有例外，那就需用耳朵听力去鉴别：什么喉头位置在特定演员的身上
能出最　　佳的音色。
　　对同一个演员来说演唱不同时代、风格、感情的作品，甚至一个歌曲中　　不同句子的不同表情
都要求喉位根据艺术表现需要作某些调整，但喉头位置　　的任何微小调整都不能使舌肌紧张。
舌肌紧张，下巴僵硬，永远是有害的。
　　提喉和放喉两种动作是一对矛盾。
当提喉肌组用力收缩时，放喉肌组一　　面伸张一面又保持一定的抗衡力；当放喉肌组收缩用力时，
提喉肌组一面伸　　张又一面保持一定的抗衡力。
没有放也就无所谓提，没有提也就无所谓放。
　　提和放的最优分寸感统一于科学和艺术需要之中。
这就是提喉和放喉的辩证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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