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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编写中突出了长号吹奏中的基础——发音及各种初级技能，符合长号教学中强调基本功练习的
要求。
全书分为入门和提高两个部分，入门部分以打好长号的演奏基础为目的；提高部分重在基本功的强化
和音乐理解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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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兵　沈阳音乐学院管弦系青年教师。
1971年出生，15岁开始学习长号，1987年考入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师从白飞先生。
199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赴北京学习，先后师从于前中央交响乐团刘立军先生和中央音乐学院胡
炳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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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长号概述
第二章　长号吹奏的基本方法及技巧
第三章　长号初级练习及提示
第四章　长号演奏技巧的提高练习
附：长号指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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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有些人的号嘴位置是上唇占三分之一，下唇占三分之二；有些人的号嘴位置正好相
反。
如果嘴唇与牙齿的排列是正常的话，就应把号嘴放在唇的中间，也就是上下唇各占二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矫正号嘴位置的方法过于强硬，这样会适得其反。
在此建议大家让号嘴位置改变的过程变成一个较慢的、习惯性的过程，每次练习纠正号嘴的位置变化
不要过大，用感觉不太明显的位置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和逐步适应后，就能达到纠正不良位置
的目的了。
 在开始学习时，就一定要改正错误的号嘴位置，否则，一旦养成了习惯，特别是用这种错误的位置已
经吹奏得相当纯熟的时候，就很难再改变了。
 二、呼吸 在长号演奏中，人们常用的呼吸方法有三种，即胸式呼吸、腹式呼吸和混合式呼吸。
这些方法都是较好的呼吸方法，每一种呼吸方法都各具特点，所以对每一种呼吸方法都应该分别进行
研究。
注意：应用每种方法都要确保喉部的状态是松弛的、开放的。
为了便于感受喉部是否打开，请体会喉部的形状，应该像是打哈欠，呼出的气流是暖的。
 为了便于更好地掌握，现将呼吸方法分成四个部分介绍： （一）胸式（胸肋式）呼吸 1.胸式吸气 胸
式吸气的特点：胸廓吸气的运动主要在胸廓的中部进行。
吸气时抬升胸部，使胸肋扩张，横膈肌保持不动或上提，尽量使肺向肋骨两侧及背部肋骨的部位扩张
，腹部基本不参与胸部的运动。
也就是说，胸腔在纵向运动上受到限制，在横向运动上得到加强，达到胸部吸气的最大容气量。
 2.胸式呼气 胸式呼气的特点：当胸部充满气息时，打开喉部直接呼出，横膈肌保持相对不动。
当气息不断流失时，充盈的胸部逐渐下落，双肩同时逐渐向胸部靠拢，压缩胸肋，使肺的上半部产生
压缩，腹部基本不参与胸部的运动。
 胸式呼吸虽然能较快地使肺吸入大量的空气，但仍有缺陷：在呼吸过程中，较强的呼吸肌肉——横膈
肌消极地参与呼吸运动，因此胸式呼吸较适于柔和的演奏，不适于较长的强力度演奏。
 （二）腹式（横膈肌式）呼吸 1.腹式吸气 腹式吸气的原理是使横膈肌下移，利用肺下部最灵活、最富
有弹性的部分积极向下扩张，使肺下部能产生足够的空间容纳气息。
这种吸气方法的特点是：胸上部及中部消极地相对保持不动，腹部的运动只是单纯的横膈肌下移，并
同时扩张胸肋以下的软肋部位（背扩肋下面），产生足够的容纳气息的空间。
医学证实，一个能够较好运用腹部呼吸的演奏者，可以使横膈肌下沉3c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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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号入门与提高》参考许多国外音乐学院的长号教材，并加入了作者自己的学习体会，有选择性地
进行编辑。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已经具有一定演奏基础的朋友，都可以参考《长号入门与提高》进行基本功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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