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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歌唱学——沈湘歌唱学体系研究》，从酝酿写作到出版发行，整整经历了27个春秋。
它是在我国声乐艺术大师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沈湘先生的亲自指导下经过作者十年笔耕、反
复修订才完成的论著。
    本书从唱法到理论，从教唱到学唱，展示了沈湘大师的歌唱法、教学法和声乐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
。
作者以自己多年演唱与教学的亲自欺欺人央休会，对沈湘歌唱学体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书中论述的沈湘歌唱学体系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它将为专业声乐教师、音乐艺术院校的声乐学生及
歌唱演员提供科学的指导，以便使歌唱者能够顺利找到登上声乐艺术高峰的正确道路；对于广大业余
声乐爱好者，《歌唱学——沈湘歌唱学体系研究》可以作为自学声乐的参考书，拿到学习美声唱法的
“金钥匙”，去打开声乐艺术殿堂的大门而自学成才；《歌唱学——沈湘歌唱学体系研究》论述的美
声唱法，为我国入声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得从事这方面工作志士仁人去借鉴
、去探索，为提高民族声乐的艺术水平而努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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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本初，1939年生人。
中央民族乐团国家二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著名声乐教育家。
196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师承喻宜萱教授。

  自1973年始，从师于沈湘教授20年。
近30年来，运用沈湘歌唱的科学体系，在声乐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出众多优秀的歌唱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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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序（一）序（二）导论 沈湘对“歌唱要素主被动论”研究的论述 导论  一论：歌唱发声呼吸中的
主被动关系  二论：歌唱发声音源中的主被动关系  三论：歌唱发声共鸣调整中的主被动关系  四论：男
歌手“关闭”唱法中的主被动关系  五论：歌唱咬字吐字拼音过程中的主被动关系上篇 歌唱的科学发
声 第一章 歌唱者自身“乐器”的构造  第一节 呼吸器官概况    一、胸腔构造    二、肺的构造    三、膈
的构造  第二节 发声器官概况  第三节 共鸣器官概况    一、胸腔    二、咽腔    三、口腔    四、鼻腔    五、
头腔  第四节 语言器官概况 第二章 歌唱发声的心理活动 第三章 歌唱发声的自学要领 第四章 沈湘教授
声乐教学法特点分析 第五章 美声唱法的基础训练下篇 歌唱的艺术表演 第一章 歌唱艺术的语言表达方
法 第二章 歌唱演员的艺术表演 附录 一、“异曲同工”的科学巧合      ——意大利美声学派的“关闭”
唱法与中国京剧的"脑后音“唱法 二、”爱能使伟大的灵魂变得更伟大“      ——缅怀沈湘先生 三、闪
光的真理，可贵的传承     ——贺声乐论著《歌唱学——沈湘歌唱学体系研究》问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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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歌曲作品中，词、曲作者根据语言逻辑和音乐逻辑进行创作，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歌唱者的任务是：分析、研究、理解、记忆歌曲作品中词和曲内在的逻辑关系。
在歌唱的艺术表现中，按照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逻辑规律去表达人物的情绪，才能使情绪的表达
具有逻辑性。
这种逻辑记忆，能帮助歌唱者快速记忆歌词和歌曲旋律，优于死记硬背的学歌方法。
4.情绪记忆“喜、怒、哀、乐、悲、恐、惊”被称做人的“七情”，这是对情绪和情感较为概括的说
法，实际上，人的情绪和情感要比这些内容复杂得多。
一个优秀的歌唱演员，应该具有根据歌曲内容恰如其分地表达情绪和情感的表演能力。
因为，只有充满情感的歌声才叫声乐艺术。
而情绪和情感的表达，要靠歌唱演员在生活中亲自去体验、去感受，或从其他艺术中去获得，并将这
些体验与感受，形成情绪记忆的心理过程。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演员在生活中体验的情绪和情感，通过记忆，为艺术创造贮存了大量的信息
。
这种体验越丰富，情绪记忆越深刻，对歌唱艺术的表现也就越生动、感人。
5.运动记忆歌唱发声的整个过程，就是歌手全身心运动的过程。
如发音器官声带与喉结的运动；呼吸器官与共鸣器官扩张、收缩的运动；口腔里唇、齿、舌、牙、喉
，腭咬字吐词的运动；舞台上表演时形体与手势的动作；面部表情动作等等。
它们都是由心理活动支配的生理运动。
歌手在声乐艺术的学习和实践中，应该将心理活动的体验与生理上做过的运动或动作进行记忆，这就
是歌唱的运动记忆。
不断重复运动记忆，使其形成下意识的习惯动作，想和做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对记忆的保持，有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两种类型，为了把声乐技巧学习的内容保持长时记忆，作“声
乐笔记”是一种好办法。
它可以通过语言的描述，经过思维使回忆和重复记忆成为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目的心理活动。
六、“创造想象与形象思维”是歌唱艺术表演的心理动力“想象与思维”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高级阶段
，是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动力。
人的想象与思维能力越强、创造力也就越大。
在歌唱中，应时刻伴随着创造想象和形象思维活动。
例如：歌手在演唱《牧歌》（内蒙民歌）时，根据歌词描绘的意境，在想象晴朗的天空中，一片片低
低飘浮的白云覆盖着一望无边的绿油油的草原，一簇簇白皑皑的羊群在草原上缓慢地游动。
天上的蓝天、白云和地上的绿草、羊群相互映衬，有静有动，一幅宁静、祥和、色彩鲜明的大自然美
丽的画卷仿佛在眼前出现。
进而，触景生情，抒发牧人对美丽的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歌手的想象，还可以超出歌词规定的意境，创造性地添上远山、近水、阳光、鲜花及牧羊人骑马放牧
的画面。
歌手有了创造想象，容易使自己陶醉在想象的意境之中，尽情地在歌声中抒发自己的感情。
于是，“情景交融、声情并茂”的歌唱艺术效果便自然地产生出来了。
想象具有超前性和超现实性。
由想象创造意境，不一定是歌手见到过的自然景观的表象，对蓝天、白云、草原、羊群的表象记忆，
只是创造想象的依据，而不是它的翻版。
创造想象的形象越鲜明，艺术创作的效果也就越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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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歌唱学:沈湘歌唱学体系研究》是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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