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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暋一
张家声

为《口语艺术实用教程》的出版叫好

这是一本讲“有声语言艺术暠并“有声艺术语言暠的书,它包含了说话、演讲、

朗读、朗诵、播音和配音等。书中既涉及了生活语言,如说话,也涉及了艺术语

言,如朗诵等。

艺术语言既以生活语言为基础,也能反过来对生活语言产生积极影响。一

旦掌握了艺术语言的创作规律、方法与技巧,就能指导并提高生活语言的能力

与水平。一句话:这是一本提高人的语言艺术水平,即口才水平的书。

口才,即说话的能力与才华。口才对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对推动社会进

步与人类发展都很重要,犹如人的血脉。假如人类不具备说话能力,则不可能

有科学的今天。诸如:手机、电话、电台、电视以及卫星上天……

有声语言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例如,有一个罪犯逃跑在外十余年,由于

每天听广播,一天,突然请求播音员领着他到公安局自首。这就是语言的征服

力,其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

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是我国藏族的《格萨尔王》,它是以神话、传说、诗歌、谚

语等民间文学为基础,以说唱形式为主的一部活形态的史诗,长120部,100万

行,2000多万字,却并非靠文字,而是靠说唱、吟诵等有声艺术语言传世。

国外许多著名大学都设有口才课,或称演讲课、辩论课,而且列为各专业的

必修课。可见,不仅演员、播音员、律师需要口才,实际上行行需要、人人需要。

香港及国外,流传着一句话:“当今世界有‘四宝暞:口才、时间、金钱和电

脑暠。把口才列在第一位,颇令人回味、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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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许多中小学的语文课,重“文暠而轻“语暠,近年有些学校虽有改

进,比如组织业余朗诵小组,进行朗诵比赛等,却很不普及。这需要方方面面都

重视起来。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暠。戴青、邵新芬和李建年等三同志,依

据他们几十年来的演播、演出以及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写了这部《口语艺术实

用教程》,内容丰富,通俗易学,很有实用价值,相信会引起热烈的反响。

2009年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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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暋二
颜暋迈

语言是人类智慧的花朵。

只有用汗水和心血浇灌,

它才会芳香四溢,永不凋谢。

———题记

语言学方面的论著特别是口语训练方面的教材,总是难以下笔的,不管是

普及的还是提高的。浅一些、普及些,会有被看作小儿科的忧虑;太艰深、太学

术,既难撰写又少读者。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继承和

创新结合起来,是我读了邵新芬、戴青、李建年的《口语艺术实用教程》书稿后的

第一印象。

上部由语音的修饰导入学习普通话的一般常识,讲述了普通话的基本理论,

特别强调了声母、韵母、声调的辨正。这虽然是较为常见的普及性常识,但要让它

转化为口语现实,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语言这个人类独有的精灵,有一种顽固的

习得性;人们一旦在习得中学会了某种语言,要改变它很不容易。就这个意义上说,

语言是不讲道理的,它讲的只是习惯。但是,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却要求我们改变某

种固有的习惯,以适应新的、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口语艺术实用教程》上

部介绍的普及性常识,正是一种将习得矫正为规范的努力。如果说秦代“书同文暠统

一了中国的文字,是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的历史原因,那么今天推广普通话,则是

“语同音暠的一项伟大工程,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发展,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口语艺术实用教程》为“语同音暠的伟大工程尽到了添砖加瓦的责任。

中部阐释的内容显然跨进了一步。这一部分,从口语的节律入手,以口语

的伴侣(体态语)为结,讲解了口语运用中的朗读和朗诵、演讲和说话、播音和配

音的特点。从朗读到配音这六种口语艺术需要的元素很多:不仅要讲究声音的

律动、语流的音变、句式的选择、语气的拿捏,还要追求情感的表现、语体的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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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心理的脉动、场景的适应等等。这六种口语艺术,有联系有区别,相辅相成,

互补互助。我们不妨这样想象:把一个圆盘分割成七个底边是弧形的三角形,

六种口语形式占了六个,留一个给其他口语形式(如吵架、哭诉之类。当然,这

不在此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七种形式七个色块。静止地看,它们分别是一种

色调,恍如三棱镜中的七色光;动态地看,即将圆盘旋转起来,它们就浑然一体,

水乳交融了。《口语艺术实用教程》一书,正是立足于活语言,从静态和动态两

方面来观察六种口语艺术的。

下部把口语艺术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一部分,把口语艺术融入到人

生追求的更大环境之中。人生追求是广阔无垠的: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二十

一岁就瘫痪了,全身只有三个指头能动弹,但他却创造了使自己快乐无比的天堂。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

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暠米开朗基罗

年逾八十完成了几部最杰出的作品,歌德在八十岁以后写出了《浮士德》,萧伯纳

九十岁还在写剧本……。所有追求的过程和结果,都得通过语言来展现。的确,

口语艺术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奇峰,需要激情和勇气,执着和坚毅,聪颖和睿智,

历练和攀援,才能体会到“山到极顶我为峰暠的至美。这样,《口语艺术实用教程》

一书就辐射到了书面语并把口语艺术提升到人生追求的高度上来了。

口语艺术是口耳之学,需要口语材料支撑,《口语艺术实用教程》精选了古

今中外的一些优秀作品做例证或练习材料,在这里,我也想引诗歌《语言文字

颂》里的两小段,讴歌作为伟大祖国灵魂的语言文字,以为结语:

你是新生命混沌初开的第一声啼哭,

你是中国人心头跳跃的无数个音符,

你记录了华夏儿女励精图治的脚步,

你承载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抱负。

……

这就是你,抑扬中有绵绵情愫,

这就是你,方正中有铮铮铁骨,

这就是你,镌刻了一段历史,

这就是你,整合了一个民族。

……

2009年9月28日于南明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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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暋三
彭泽润

我阅读语言学专业的学者写的普通话教材,似乎只是强调怎么把普通话说

得准确,能够清晰地传递信息。有的甚至只要求声音符合普通话要求,至于词

汇和语法即使来自文言文或者方言都不怎么计较。

我阅读语言学专业的学者写的语言艺术教材,似乎只是强调一些朗诵和演

讲的技巧,有的大学演讲教师还用方言教学。

我阅读播音专业的学者写的播音语言艺术似乎全面一些,特别是强调了声

音的强化和美化技巧。这让我这个一直在语言学领域接受教育的人感到很开

心,很有信心。我模仿里面的技巧有意锻炼我的发声能力,居然也慢慢改变了

我声音的质量。我从事大学教育25年了,即使连续几天整天上课,嗓子也基本

上没有出现罢工的现象,就靠对发音器官的使用:注意保持一定紧张和舒缓的

节奏。我以前声音很小,现在100多人的大教室不要扩音设备也还能够保持声

音的穿透力。我以前的声音是尖细的,现在自己都感觉浑厚、饱满一些了。我

以前唱歌声音容易“断气暠,现在唱《青藏高原》都成为我的代表作了。

因此,我非常希望有一本口语艺术教材能够全面综合这些知识,使我们在

语言生活中不只是解决“温饱暠问题,还要解决审美需要的“精神暠问题。邵新芬

等编写的这本教材很符合我心目中关于语言艺术的系统构想。

索绪尔在100年前最早发现语言是一个系统。其实事物都是在各种系统

中存在和发展的,所以具有系统观念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很快成为其他学科借鉴

的方法来源。

这本教材上部里的“修饰语音暠是介绍语音的强化和美化技巧。“普通话语

音概述暠是对语音本身做基本的描述,然后在这些基础上具体讨论“比较标准的

普通话暠和“标准优雅的普通话暠的要求和基本训练。

这本教材中部里的“节律暠从非音质角度讨论了一些更加看不见但是非常

影响语音效果的语音现象。然后在这个扩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朗读暠、“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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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暠、“演讲暠、“说话暠、“播音暠、“配音暠六种口语艺术语体,最后还分析了辅助语

言的视觉表现手段“体态语暠。

这本教材的下部主要介绍口语艺术的语境把握和动态操作,包括围绕上述

教学内容而设计的详细的教学方案。

要说有什么不足,我还没有细致阅读。建议在吸收播音学领域的术语的时

候适当创新。例如“吐字归音暠等说法是明显不符合语言学术语的规范性的。

“字暠是视觉单位,只能用手写,用眼睛看,无法用嘴巴“吐暠。其实,“吐暠的还是

语音单位中的“音节暠。当然这样的常识混乱在日常生活中很普遍,例如成语

“字正腔圆暠也是这个问题。为什么? 古代的文人误以为只有在书上看到的才

是语言,于是把书面语中的“字暠和口语中的“音节暠、“词暠等单位搅浑在一起。

长期流传,这样的不加科学分析的表达就沉淀在词汇中了。对于这些遗留问

题,我们应该从语言科学的精确表达角度做适当调整。

2009年11月12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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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暋言

口语艺术作为语言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另一部分———书面语艺术相互依

存,形成相得益彰的共生互补关系;语言艺术与人生艺术的关系也是这样。林肯、

拿破仑等创造了世界演说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树立了为世人敬仰的人格丰碑。谁

能够将伟大的人格与迷人的语言艺术魅力分开? 谁又能只谈论口语艺术而不涉及

书面语艺术,只谈论语言艺术而不论及为人处世的艺术呢?

单就口语而言,少不了朗读和朗诵、说话和演讲、播音和配音等。对它们懂得、

能用、精通是三个层次:懂得是说掌握了基础知识,遇到时能够正确分辨;能用是指

具备了基本技能,需要时能够从容展现;精通是指拥有较为精湛的技艺,表现时能

够赢得好评。电视和互联网时代的人常与以上六种基本语体接触,谈起来无不知

晓一二,却未必真懂、继而会用、进而精通。或不敢,或盲目,对于一般从业者也许

无关紧要,而特殊职业者如导游员、播音员、话剧演员、语文教师、单位领导人等,就

不能随便“对付暠它们了。该说话则不能用朗读的方式,该配音就不能像播音似的,

该演讲也不能像朗诵一样……正确而娴熟地使用基本语体,方显出现代职业人良

好的综合素质,若进一步让某种或某几种语体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则将有助于职业

和事业的成功。

人们喜爱口语艺术并不亚于枝头摇曳的百花,而百花若没有根须提供养分,没

有绿叶给予陪衬,好看也不鲜美。朗诵、播音、配音、演讲等口语艺术之花绚丽多

姿、芬芳四溢,引得不少追求者流连忘返。但是别忘了,种好花才能得好花。一个

人要想拥有口语艺术,就要先从发音的基本功练起,越早越好,越扎实越好。

为达到六种语体“你助我、我帮你暠的境界,借助现有的科研成果,我们将六种

语体整合为一(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应整体性地研究和把握),具体做法

是:提取六种语体的“同类项暠作为共核,把共核的掌握看成是为口语艺术“耕地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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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暠;从差异性上归纳各语体之间的区别,把语体个性的把握看成是口语艺术的“发

芽生长暠;论及为人处世之道,把为理想奋斗看作是为口语艺术“培土、护根、固本暠。

为此,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上部是口语艺术基础;中部是口语艺术成长;下部是口语

艺术教学。我们知道,对口语艺术的把握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但还是想凭自己教学

研究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尝试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确确实实地帮助需要的人们,

其中包括我们自己。如果您也理解并赞同这一点,欢迎加入口语艺术教学共同体,

互助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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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从形式到内容、从情感到神采，各方面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通过汉语标准语——普通话的学习而获得中华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是人生幸事之

一。

作为口语艺术基础的普通话，其使用能力是逐渐形成和逐步提高的，不可能一蹴

而就。因为发音动作的正确性、协调性、敏捷性的增强都需要一定的练习过程。有了

这个过程，学习者才能完成反复听辨、直觉领悟、分析比较、综合记忆、心口协调等

一系列具体任务。一个人在拥有普通话技能和基本语体知识的基础上继续精进，让更

多元素——强弱、轻重、刚柔、虚实等合理搭配、为己所用，使个性、文化、精神、

涵养等都一一展现于口语中，就会在“发对、发好、发美”的口语学习之路上越走越

顺。

上  部
口语艺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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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暋修饰语音

修饰语音是为了改善自己原有的语音面貌,在清晰度、明亮度、准确度、流畅度

和耐久度等各方面都比原来好。语音的改善要通过科学训练,训练的重点在:一是

用气发声的正确方法;二是共鸣控制的一般技巧;三是吐字归音的基本技能。通过

这三方面的训练而养成的科学发声习惯,能够为口语表达打下良好的音声基础,还

能给语言内容增添声音活力,进而增加个人魅力。

漂亮的语音有神奇的魅力。著名节目主持人靳羽西曾肯定美国总统的声音训

练,她说:“我在刚开始当电视主持人的时候,找过几位语言专家,向他们请教说话

的技巧。中国好像没有这种学校或专业,但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专家。在

我找的专家中,最有名的DorothSarnoff,她每小时收费550美元,许多政治家连布

什总统都到她那里上过课。不管你是谁,她给你上的第一小时的课,就是要你把声

音降低。尽管你的声音本来已经很低,她还是要你降低,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声音

越低越好听,会越吸引人。一个低沉的声音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博得信任和

尊敬,因为语言的‘魅力暞是通过低沉而显示出来的。作为一个演讲者,声音有力而

不在于高,引起与会者对你演讲的关注,更不是尖尖的声音能代替的。声音提得很

高,尖尖的,又是软软的,抑扬顿挫非常夸张,她们可能自认为这是一种魅力,其实

反而会使人感到这是一种做作。说话中带个‘嗯暞字,是缺乏自信的表现。高而尖

的声音会使人觉得你年轻、不成熟。受过训练的声音和没有受过训练的声音是有

很大不同的,不信你留意一下外国电视里的主持人和播音员,他们运用的声音都是

很低沉又很有力的,是从腹腔里发出的声音,自然而决不做作。暠栙她说的很在理,凡

想成功地用语言工作,就应该通过科学训练学会正确驾驭声音,以丰富自己声音的

栙 靳羽西:《魅力何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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