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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宇宙全息统一论的理论对语言艺术发声中的气#声关系问题进行考察!语言艺术的科学发声就是要
在呼吸系统与振动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使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有其最佳的气息状态支撑!从而发出合
乎职业需要的高质量的声音"实现气声平衡的要领是(发声时气随情变#深浅适度#强弱得法#疾徐有节"语言艺
术发声训练应首先让训练者建立静态的气声平衡!然后再进行动态的气声平衡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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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艺术发声是指播音&朗诵&话剧表演&影视
配音&相声表演等有声语言艺术的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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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艺
术发声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活动%发言语声时#先
是大脑皮质智慧细胞产生言语发声的构思#随后这
种构思被传至语言中枢布罗卡区#再由它下达神经
冲动#通过双中央前回#再经双侧延髓束纤维#把这
种神经冲动传达到延髓中喉上下神经的起点$$$疑
核#疑核不仅接受中枢至喉部的神经冲动#还传递信
号至胸&气管&舌&腭&咽&唇&齿等发声器官%这些器
官共同协作#最后发出正确的声音)

(

*

+(+

%

根据凡登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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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肌弹性!肌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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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动力学说#发声时声门完全关闭#声门由声门
下气流冲开后#由于贝尔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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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译为伯
努利"效应!作用的结果#在声门区引起负压#声带
又被吸到内收的位置#声门闭合后再被声门下的气
流吹开#再经过贝尔诺利效应#声门再次闭合#如此
反复循环使声带产生振动#形成声音%可见#在发声
活动中#声带的振动与气流的关系多么密切%

语言艺术发声对嗓音的持久性和嗓音的质量有
很高的要求%尽管从发声机理上看#声带的振动是
由空气推动所引起的被动活动#但在语言艺术发声

过程中嗓音对气息的选择并不是被动的%嗓音对气
息的量的多少&密度的大小&呼吸的深浅等诸多方面
都有选择#一定音高&音长&音强和音色的声音#只需
要一定的气息#气息多了或少了#声音的质量与持久
力就会受影响#因而气与声在语言艺术发声活动中
是一对矛盾体%如何协调气与声之间的关系#发出
高质量的声音#一直是发声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笔者认为#在气与声之间建立良好的平衡关系#是解
决气与声矛盾的关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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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气声平衡
发声活动要以气息为基础和起点%呼吸是发声

的动力#没有气息#就不能发出声音%唐代段安节在
-乐府杂录.中说'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清代陈彦衡
在-说鲜.中指出#'夫气者音之帅也#气粗则音浮#气
弱则音薄#气浊则音滞#气散则音竭(%可见#气息对
嗓音多么重要%在语言艺术发声活动中#气息是声
带富于弹性的来源#语句连贯的基础#吐字清晰有力
的动力#感情色彩变化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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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气息越多对发声就越有利呢1 回答是否
定的%气息过多#气多声少#嗓音就会缺乏响亮度#

难以达人+声多气少#过实过刚#就不能持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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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息与声音的匹配要恰到好处#就是要使气与声处
于平衡状态%

所谓气声平衡#是指一定音高&音长&音强和音
色的声音#只需要一定数量和状态的气息支持#声音
发在气息上#气息裹着声音出来#从而使声音高而不
尖#低而不弱#强而不吵#弱而有势#明亮不失柔和#

暗淡不失清晰%简单地说#就是每一个声音都有其
最佳的气息状态#这种状态对发声者来说#也是发这
个声音最轻松&最舒服的状态%

有人提出了气声结合协调的四种基本状态,一
是声高气低#二是声低气提#三是声强气沉#四是声
弱气稳%总之是发什么声就用什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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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符
合气声平衡原理的%所以#大歌唱家卡鲁索歌唱时
每个音只用够供应那个音所需要的气息#而不多用
不必要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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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艺术发声也应该如此%

气与声是否平衡#可以通过三方面检验%一是
发声者自己的感觉%发声者能随发声需要自如地控
制气息与声音的变化#无论发什么音都感觉嗓音有
良好的气息支撑#发声轻松%二是听众的感受%听
众感觉发声者发出的声音优美自然#音高&音长&音
强和音色的变化轻松自如%三是通过声学仪器检
测#主要检测声门压力与噪音程度是否符合要求%

二
!

气声平衡的发声学意义
在气息与声音之间建立平衡#对发声来说#意义

重大%

其一#气声平衡符合科学发声的要求%所谓科
学发声#是指以最小的能量消耗发出符合职业需要
的最高质量声音的发声方法#它是符合人的嗓音发
展规律的&对嗓音健康没有妨害的方法%气与声的
平衡#首先要求有足够某个音需要的气息支撑#这
样#发声的动力充足#为发出高质量的声音提供了保
障%其次#气与声平衡#对发声器官的损害降到了最
低%因为#无论是气多声少还是声多气少#嗓子承受
的负担都会加重%气多声少#气息的消耗大#发声的
能效比降低#声音的穿透力不够%如果长期这样发
声#声带的张力减弱#一旦要使声音响亮#只有通过
挤压声带的方式才能实现目的%而声多气少往往就
是喉部紧张造成的#对声带的危害同样很大%唯有
气声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声带的伤害#提高
发声的能效比#确保气息与声音的畅通#保证嗓音的
质量#力争把对发声器官的损伤降低到最小程度#才
能使发声的持久性大大提高%

其二#气声平衡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声门闭合%

声门是声音发出的核心部位#是呼吸与音源振动体
的作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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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门闭合就是两声带靠拢时声门的
形态%声门的闭合情况会影响声门下气压的强度%

声门紧闭时#声门下气压的强度大#声门打开时#声
门下气压的强度小%声门闭合的状态是多种多样
的#也是可以调节的%声门闭合的状态关系到声带
的张力#对嗓音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声门闭
合的状态影响嗓音音色%声门紧闭#发出非常明亮
的实声+声门轻松闭合或半闭合则发出柔和的虚实
声+声门开度略大时发出的是虚声%第二#声门闭合
的状态#还影响嗓音的持久性%声门紧密闭合#声带
承受的压力大#声带发声的持久性降低#声门轻松闭
合#气息的使用效率高#声带承受的压力小#声带发
声的持久能力大大增强%因此#气与声的平衡#使气
息作用于声带的压力恰到好处#不会使声门过紧或
过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声门闭合%

三
!

气声平衡的理论基础
宇宙全息统一论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整体#在

这个统一体中#各子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与系统&

系统与宇宙之间在空间&时间和时空上存在着泛对
应性%在潜在信息上#子系统包含着系统的全部信
息#系统包含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在显化信息上#子
系统是系统的缩影%系统是宇宙的缩影#宇宙任一
部分都包含着宇宙整体的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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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万物与
社会系统内部&自然界与社会系统之间和谐相处#讲
求平衡#比如生物链条各组成部分之间要平衡#世界
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之间要平衡#人类与生存的自
然环境之间要和谐平衡#一个单位内部的各种力量
要均衡#等等%所以才有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
哲学思想#才有毕达哥拉斯学派'音乐是对立因素的
和谐统一(的认识%宇宙中的这种平衡关系#也映射
到了人类的发声系统上%如果把人类的发声系统分
为动力系统&振动系统&共鸣系统和吐词系统的话#

要想使发声活动顺利进行#就必须要在各系统之间
建立一种平衡%

发声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生活言语发
声之所以能满足人们基本的社会交流用声需要#就
是因为发声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平
衡%而语言艺术发声对嗓音质量&嗓音的持久力等
多方面的高要求#使得各子系统之间原有的平衡被
打破#因而必须通过训练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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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气与声的平衡最为重要%气声平衡#就是要在
动力系统与振动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

宇宙在不断变化%新的星球在不断诞生#已有
的一些星球在逐渐走向灭亡#宇宙始终处于一种动
态平衡之中%发展变化是宇宙存在的本质特征%地
球上的各系统就像不断变化又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
一样#当某一环节的平衡被破坏后#系统又会想办法
建立新的平衡%系统正是处于这种不断从无序走向
有序#又从有序走向无序的变化之中%所以#任何系
统的平衡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气声平衡
同样如此%

四
!

气声平衡的要领
!一"声音发在气息上
在发声过程中#声音始终由气息裹着#滚动向

前#透出口外#气感非常明显#这就是声音发在气息
上%所谓气感#是指气息在身体内的感觉%气息的
感觉在丹田与口腔两处十分突出%气息在口腔里#

或有流动感#或有回旋感#因人而异%气息在丹田的
感觉是松紧不同的控制感%

声音发在气息上#能使声音扎实#有根基%气息
的推动还能减少声带的摩擦#使声带在气息的'吹
动(下发声#嗓子不易疲劳#发声可以持久%发在气
息上的声音也很容易获得良好的共鸣#因为为了使
气息支撑声音#顺利通过各腔体#共鸣腔体就必须放
松打开%

要使声音发在气息上#就要做到吸气放松#气息
有一定的数量与密度%气吸到位后要立即发声#不
要等待%发声时#在到位的气息状态上#再如吸气时
那样轻轻膨胀腰部&适当收小腹#使声音由气息推动
发出%发声时以小腹为力点#两肋为支点%无论明&

暗&虚&实&高&低&强&弱的声音#气息的推动感都必
须有#只是这种感觉有时强一些#有时弱一些%一般
而言#在补气后发第一个音节和在发高强音时的推
动感更为明显%在喉部#气息与声音始终都很通畅%

!二"气随情变
感情是声音与气息之间的桥梁%气息的变化不

是无缘无故的#感情的变化必然引起多种生理反应#

其中呼吸的变化尤其明显%情绪变化影响着呼吸的
频率#情绪变化时呼气与吸气所用时间的比例也会
发生相应变化%人们在高度紧张时甚至会出现'屏
息(现象%感情的外现需要声音的帮助#通过声音的
变化人们能够体会到说话人内心感情的发展%声音

是感情的载体%声音色彩的不同#要求有不同的气
息状态作为支持#感情把气息与声音有机地串联起
来%所以#在语言艺术发声过程中#要用真情实感来
驾驭气息的变化#用变化的声音来表达变化了的感
情%

!三"深浅适度
所谓深浅适度#就是气息的深浅位置要根据发

声需要适当变化#并非气息越深越有利于发声%语
言艺术发声要求嗓音的色彩丰富#因而气息的深浅
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以气息的不变应声音的
万变#否则#容易使声音僵化%

深浅适度是靠吸气位置深浅的适当调节来把握
的#与丹田的调控力度也有关#还与气息的量有联
系%一般说来#声音响亮&高亢#气息就应该适当深
一些+相反#声音较低&较弱#气息就应该浅一些%发
声过程中的深浅调节#是不断变化着的%

!四"强弱得法
气息的强弱与呼吸控制的强弱有关%控制力

强#则气息强#控制力度弱#则气息弱%气息的强弱
与气息的量&气息的密度成正比关系%气息量多&密
度大#气息则强#气息量少&密度小#气息则弱%因
此#气息的强弱依靠呼吸的深浅与控制的强弱来调
节%

一般说来#中音不费气%因为发中音时声带闭
合较好#空气的排出量低#而且发中音也容易把握气
声的平衡%发高强音与低弱音时很费气%因为#发
高强音时需要强大的气息动力#所以不仅气息的量
要足#而且气息的密度也要大才能提供足够的气息
压力%发低弱音时#声带不能完全闭合#漏气较快#

因而气息的需求量多#但密度不大%在发高强音时
要用发中低音的放松感#发低弱音时要增加排气的
势力#也就是气势#特别是在面对众多观众发声时更
应如此%

!五"疾徐有节
声音的快慢变化对气息的疾徐有不同的要求%

由于'气息的疾徐是通过吸气节律的快慢调节的#气
息速度加快#气息流速就变快+吸气速度减缓#气息
流速就变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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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掌握气息疾徐的关键是
控制好吸气的速度%在语言艺术发声过程中#吸气
速度主要表现在补气环节#速度快的时候常用偷气&

抢气的方式#速度慢&停顿时间长的时候多用换气的
方式%气息的疾徐与说话人的心理节奏快慢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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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节奏与性子的急与慢&情绪的波动相连%

语言艺术发声中的气声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

但若截取某个点上的气&声状态#这种平衡关系可以
看成是静态的%对语言艺术发声训练者来说#气与
声的静态平衡是动态平衡的基础#动态平衡是静态

平衡的发展方向%鉴于此#我们认为#发声训练首先
应在发声者的呼吸系统与振动系统间建立静态平
衡%具体说#就是在无表达语境下发某个音&某些词
语时使气息与声音的匹配恰到好处%静态平衡建立
后#再用语句&语段&语篇进行表达训练#使气与声在
语境的干扰下建立动态平衡%

注释!

!

贝尔诺利效应!

K9./$-%%391194;

",瑞士物理学家丹尼尔6贝尔诺利于
+E("

年提出#在水流或气流里#如果速度小#压力就大#

如果速度大#压力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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