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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获得歌唱的高音:兼谈声乐教学心理与教学法的思路》中除了有歌唱基础知识中的歌唱器官结构
、功能和呼吸、共鸣、语音等原理外，还有教学心理和教学法思路的论述。
在这些论述中有归纳大家普遍的共识，也有个人独特的理解和体会。
但全书最有特色的内容在第六章——“独特而行之有效的声乐教学法”，其中分四节讲述了这种教学
法的由来、基本程序、特色所在以及效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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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中连，广西著名的声乐教育家、教授。
壮族。
196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并留校任教。
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等职。
至今从事高等声乐艺术教育48年，创出一套独特新颖、行之有效的声乐教学法。
他撰写的论文在国际、全国都有获奖。
艺术业绩被收进中国音乐家辞典等40多部大型辞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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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国戏曲传统和民族声乐中，对气息的运用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宋朝张炎的《词源》关于气息的使用，有这样的记载：“忙中取气急不乱，停声待拍慢不断，好处大
取气流连，拗则少人气好换。
”元朝《燕南之庵唱论》则有：“偷气、取气、换气、歇气、就气、爱者有一口气。
”等各种用气的方法，形成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唱法，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和表现力，这都是很值得我们
认真学习和继承的。
 五、关于“气息下沉”的说法 众所周知，无论在演唱中或在声乐教学中，常常听到“气息下沉”这
个歌唱呼吸中的特有名词，并且这一提法在声乐界似乎已经成了金科玉律，大有不可违抗之势。
在下似曾听过以下种种说法，有人说“气可沉到丹田”，有人说“气可以沉到委中”，还有人说“气
可下到脚后跟”，更有甚者说“气可入地三尺”等等，不一而足。
真是光怪陆漓，悬而又悬。
笔者回顾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伊始，也曾是“气息下沉”的忠实信徒。
不假思索地，沿用这个特殊名词对学生进行教学。
当时觉得有安全感，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保险系数大，也没有想到更深层的问题。
如此洋洋得意过了若干年，安然无事。
但一九七四年春夏间，没想到有一位学生这样问我：“刘老师，唱歌时的气息到底是往上走还是往下
沉？
”由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这一突然而来的问题，的确把我给问住了。
对于一向都主张“气息下沉”的我，怔了一下，只好含糊其词地回答：“从发声原理上说，由于气息
作用于声带才能产生声音，这时的气息是往上的。
而在实际运用于练声、唱歌中应感到气息是下沉的。
”一会儿往上，一会儿下沉，弄得学生还是不明白。
虽然含糊地回答了学生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狠狠地触动我的思想深处，从心底里发出这样一个疑问
：歌唱时的气息真的能下沉吗？
真的能沉到丹田吗？
这就迫使我，认真仔细地去对这个问题的深探。
 深探发现，“气息下沉”的提法，违反了人的生理现象。
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发声的生理现象是：由于呼气肌肉群的作用，使已吸进肺部的气息，上升至喉
头作用于声带的振动而发声，经过各个共鸣腔体的共鸣作用，将声音扩大、美化，才能形成了优美动
听、洪亮悦耳的歌声。
显然，我们的歌声是由肺部上升（绝不是下沉！
）的气流作用于声带而形成的。
试问，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将吸进肺部的气体再“往下沉”而能发出声音？
如果能，他（或她）肯定是正宗的“超人”，而绝非常人所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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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获得歌唱的高音:兼谈声乐教学心理与教学法的思路》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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