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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是北京广播学院汉语普通话播音专业的专业基础教 材之一，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播音发声的
理论，懂得练 习方法的根据，以利播音发声实践。
 　　二、播音发声是语言发声的一种，它的理论必然涉及到语言 学、汉语普通话语音，以及发声的
物理、心理机制和生 理活动诸方面。
本书力图对这些方面的有关问题作出简 要的叙述，重点放在发音吐字的生理活动控制上。
 　　三、发声是一门实践性的课程，学习成效最终要以实际发声 能力与质量来检验。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在前人播音发声 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用来服务于实践。
离开了发声实践 则观点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对于各项控制练习需要给以 充分的重视。
　　四、在探讨发声的物理特性、心理特性及生理特性时，不能 不引入自然科学的观点、实验语音学
的成果。
这些观点 和成果有助于探索播音发声的奥秘，却不能直接指导发 声实践。
发声器官是人这个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人 们只能凭自己的感觉进行发声练习及调整。
在人类的语 言发声中，根据科学实验得到的结论往往与发声感觉并 不一致，甚至有相悖之处，这就
形成了本书在叙述方面 的一大难题。
在这类问题上，本书试图立足于发声实践 给以解释。
    五、语言——说和听是人类行为中最奥妙的现象，它的很多 重要机制还是当代科学家需要努力探索
的未知领域。
播 音发声——这一语言发声的分支更是刚刚开始进行探 索。
受编著者本人知识水平及实践经验的局限，本书的 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诚心地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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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四章发音吐字训练总说                           第一节  发音与吐字    任何一种乐器都是由动力
、振动体及共鸣器组成的，人类发音系统也不例外。
人们运用呼出的气息为动力，使喉部的声带振动发音，经过由喉至口唇的声道共鸣而美化、扩大。
但是人类的言语声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吐字，它使人类的声音获得了为其他任何乐器所无法比拟的
巨大的表现力。
    一、发音是动力、振动、共鸣的综合运动。
    气息与声带联合动作而发音，两者配合的状况决定喉原音的状况，经过一系列共鸣才成为人们听到
的声音，三个环节是协调动作的。
在气息与声带两者的配合中，气息的作用更主动些，因为声带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气息状态的制
约，比如强气流通过喉部发音时，两声带会自动紧闭甚至假声带也会靠拢以帮助阻挡气流。
至于共鸣，与气息状态也直接相关，比如高共鸣需要比较强一些的气流，而特别低的共鸣气流量需要
较大。
由此可见，在发音的三个环节中，气息控制是较重要的一环。
如果能自如地控制气息、调动气息，发音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二、对吐字环节要给以充分重视，要妥善处理发音与吐字的关系。
    在有声语言中，语义必须通过语音体现。
汉语的字就是词素(或词)，是语言构成的基本单位。
必须通过吐字才能发挥语言表情达意的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字是意与情的载荷体。
播音员要想准确、鲜明、生动地传情达意，必须充分重视吐字这个环节。
    在处理发音与吐字的关系时，要“以字带音”，即发音要服从吐字的要求，而绝不能以音害字。
不能单纯追求声音“像银铃”、“如洪钟”，好的声音要通过吐字表现出来。
    播音员的字音要符合语音规律的要求，发音的部位、方法都不能脱离准确普通话语音所允许的范围
；也不应远离生活语言而去追求某种特殊的音色。
    在实际运用中，发音与吐字是紧密相联的整体，不能截然分开；就是在分别进行阐述时也必须有所
交叉。
比如口腔既是咬字器官，又是主要的言语发声共鸣器官，研究吐字问题时必然联系到口腔共鸣的运用
，要想使吐字饱满有力度必须有气息的支撑等等。
    三、对诸发声器官要有所了解。
    为了改善发音、吐字的质量，对发声器官——包括动力器官、振动器官、共鸣器官及咬字器官——
的生理机制要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这不仅有利于对发声器官的控制运用，还能帮助你找到改进发声的途径，避免在实际运用中走弯路。
                                 第二节  发音状态与感觉    一、发声的精神状态——积极、松弛、集中。
    人的精神状态对发出的声音有直接的影响，  “最佳”状态才能产生“最佳”效果。
发声时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积极——精神是振奋的、积极的，神经的传导作用敏锐而迅速，
这时，声音就会像一股暖流从胸中流出。
如果以消极被动、应付差事式的精神状态发声，神经的传导作用迟滞，声音也会是疲沓的、冷漠的。
在学习过程中，状态积极的含义还包括学习态度要积极，有目标、有信心、有步骤。
    松弛——从精神到全身肌肉都是放松的，反应灵活，毫无紧张僵硬感。
要知道，精神状态与全身肌肉状态是互为影响的。
精神的紧张会导致肌肉的僵硬，在发声中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气促、喉紧、“声音不听使唤”。
反过来，肌肉的僵硬也会导致精神状态的不舒展，比如胸部僵硬、喉部束紧都会使感觉迟钝，束缚播
音时感情的运动。
当新手在话筒前感到精神紧张时，有经验的播音员往往这样提醒他：  “坐舒服，肩放松，从容地深
吸几口气，”这会使紧张状态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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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松弛的状态下才能自如地控制声音”，这是有用的经验之谈。
    集中——精神集中于发声欲达的目的。
在实际播音时，精神应集中于所播内容，防止混入杂念。
在进行发声练习时，精神应集中于要解决的问题；这样自我反馈灵敏，调整及时，可以收到较好的练
习效果。
最忌讳散漫无目标地练声。
不要以为多练几遍一定会收效，漫无目标或目标不集中都会影响练习效果，有时甚至会把错误的方法
巩固起来，收到的效果恰恰相反。
    积极、松弛、集中是整体要求，不能偏废。
积极、集中而不松弛，易成僵着；松弛而不积极、集中，便成松懈；这都是不利于发声的状态。
    二、练习的姿式——舒适，有利于发声。
    姿式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发声质量，应该从学习阶段就养成良好的习惯。
如果长期用不正确的姿式发声，不仅影响发声能力的扩展，甚至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比如经常侧头发声，会使左右两声带不均衡。
弓腰驼背发声则不利于呼吸、不利于健康。
那种伸颈就话筒的习惯也是必须改掉的。
    那么，正确的姿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肩垂，颈背松而直(腰不能挺)，躯体略前倾，小腹微收，舒服
地坐于椅的前端；两肘松弛地放于桌上，双手拿稿，略离桌面；两脚自然着地。
这是坐着练习的姿式，也就是日常播音的姿式(电视播音员出图像时，躯体不必前倾)。
    在播音创作过程中，头部、躯体及上肢都会有些活动，但幅度不能太大；要注意避免像打拍子样的
点头或挥手。
活动幅度大了，嘴与话筒的距离、角度变化也就大了，会使声音忽强忽弱，电视形象也不稳定。
像打拍子样地点头、挥手，会影响言语节奏的自如变化，不利于表达。
    播音员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坐着工作的，个别场合也要站着或在轻微行走中播音。
练声的姿式也分坐姿和立姿两种。
在很多情况下，播音员是在户外空气新鲜的地方练声的，这时就要用立姿。
    立姿——一脚向前伸出半步，身体重心放在伸出的前脚掌，后脚自然跟上，成“丁字步”；两臂自
然下垂或两手轻扣于胸腹前。
这时胸自然挺起，小腹微收，肩下垂。
这种姿式有利于胸部的扩展，可以自如地移动身体重心及活动上肢，姿态也较优美健康。
男子可以采用两脚平稳分开的姿式。
    三、发声的综合感觉    对发声的调整只能靠我们的感觉。
发声时发声器官是在大脑中枢的控制下统一行动的，发声感觉也是综合感觉。
在学习阶段，为了便于学习和训练，我们不得不把这个整体分解为若干部分，但各个部分的训练都是
为了取得正确的总体感觉，而不是相反。
    发音吐字的综合感觉——声音像一条弹性带子，下端从小腹拉出，垂直向上，至口咽，沿上颚中纵
线前行，受口腔的节制形成字音，字音好像被“吸着”而“挂”在硬颚前部，由上部齿处弹出，流动
向前。
有人形容它：言语声的链像一串明珠从口中流出。
这条弹性带子随感情的变化而纵收自如。
    如何才能取得这种总体发声感觉呢?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句话：    气息下沉，  喉部放松；    不僵不挤
，  声音贯通；    字音轻弹，  如珠如流；    气随情动，  声随情走。
前四句讲发音，五六句讲吐字，最后讲声音弹性的取得。
下面将分若干章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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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播音发声学》是北京广播学院汉语普通话播音专业的专业基础教材之一，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播音
发声的理论，懂得练习方法的根据，以利播音发声实践。
《播音发声学》力图对语言学、汉语普通话语音、发声的物理、心理机制、生理活动等诸方面的有关
问题作出简要的叙述，重点放在发音吐字的生理活动控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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