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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四川省人大常委，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柴永柏

鉴历史、知兴替。

今年金秋十月，是四川音乐学院建校７５周年的日子，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和值得纪念的时

节。７５年来，涛声不断、歌声不止，栉风沐雨、薪火相传。学院由昔日成都市郫县吉祥寺创

办建立的简陋的戏剧音乐学校，发展成为今天占地１１５６亩、在校生１４０００人，以艺术学理

论、音乐和舞蹈学、美术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综合协调发展的国内外知名的高等艺

术学府。

四川音乐学院取得的骄人成绩，令川音人倍感喜悦和自豪。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每个川

音人的共同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为祝贺学校建校７５周年，作为给母校的生日献礼，学校组

织川音老教授协会精心收集整理、编辑出版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论文

选集》（上、下）、《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声乐作品选集》、《四川音乐学院

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器乐作品选集》，与广大校友和读者见面了。

一批在教学、科研、创作及管理工作岗位多年的老教授、老专家，在学校工作期间撰写

了许多创新艺术发展新理念的文章，总结了许多艺术实践的新经验，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

好作品，为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不懈努力和重大贡献。从这些作

品和论文中，我们可管窥到他们在学校各历史阶段在教学、科研创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

惜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老人和一些老作品逐渐淡出了后来人的视线……在四川音乐

学院７５周年华诞之际出版的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可进一步总结、展

示这些作品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弘扬老专家们的敬业精神，以期达到纪念、缅怀、传承的

目的。

忆往昔、峥嵘岁月；望未来、长风破浪。继承传统、开创未来。我们在传承川音人优良

传统的同时，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与时俱进。我们看到，四川音乐学院走过的７５周年历

程，通过艰辛奋斗与积累，一步一个脚印，一代又一代川音人的不懈努力，先后取得了包括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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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发明三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２００余项，音乐类国家 “文

华奖”、“金钟奖”，美术设计 “红点奖”，舞蹈 “荷花奖”、“桃李杯”等近３００项，其中国际

奖达１４０项。这些成绩令社会关注、令世人瞩目。值得总结、值得骄傲。

我们将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努力践行 “为祖国歌唱、为社会奉献、建艺术高地、

走时代前列”的办学理念，充分发挥 “办学综合型、专业特色型”的办学特色，在创建四川

艺术大学的征程中齐心协力、振奋精神，自信前行。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９日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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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原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川音老教授协会主任　黄万品

原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川音老教授协会名誉主任　易　柯

从四川郫县吉祥寺的 “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一路走来，四川音乐学院风雨兼程，

已经走过了７５个春夏秋冬。７５年来，学院已发展为占地１１５６亩、教职工１４００余人、学生

１４０００余人，拥有新、老两个校区的新川音 （综合艺术大学规模）。学院共有３０个专业教学

系 （院）、２８个本科专业、１２５个专业方向，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及音乐学专业先

后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作曲主科教研室和钢琴主科教研室被评为四川

省首届省级团队建设单位，学校拥有艺术学理论、音乐学、美术学及舞蹈学等专业硕士学位

授予权。学院拥有建筑面积１６０００平方米、图书文献１１６万余册的全国艺术院校最大的音乐

图书馆；建有独具特色的西南少数民族乐器陈列室，收藏有２００余件 （套）各种乐器及珍贵

文物。

建校７５年来，学院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各类艺术人才，他们当中不乏蜚声国内外的佼佼

者，如：著名作曲家常苏民、罗忠镕、宋大能、李忠勇、黄虎威、高为杰、黄万品、敖昌群、

易柯、何训田、贾达群、宋名筑、朱世瑞；著名指挥家熊冀华、邱正桂、李西林；著名钢琴

教育家但昭义、杨汉果；著名小提琴教育家胡惟民；著名旅美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旅德歌

唱家赵登峰、青年歌唱家霍勇、青年歌手张迈；著名演员刘晓庆；著名青年钢琴家李云迪、

陈萨、吴驰；著名小提琴家宁峰、文薇；２００５年超级女声大赛全国总冠军李宇春、获奖者何

洁；中央台电视歌手大奖赛获奖者谭维维、王铮亮、魏晨；获意大利国际工业设计 “ＩＭＭ

奖”的美术学院老师贺承、周东，连续两年获德国国际工业设计 “红点奖”的刘锐、贺承。

据不完全统计，学院共有５０００名师生在全国乃至世界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４６００多人 （次）。

学院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领导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历任川音的各级

领导呕心沥血，全院师生上下齐心、共同努力，铸造了学院如此辉煌的今天。在庆祝学院７５

周年华诞之际，在党委和行政的领导和鼎力支持下，由川音老教授协会发起，编辑出版了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四册），即 《论文选集》上、下两册、《声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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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一册、《器乐作品选集》一册，共约３００余万字、１３０多部作品，以此献给母校建校７５

周年。

编辑出版 《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系列图书的初衷，一方面是对这批

老教授多年来所取得的教学成果的回顾、展示和纪念，另一方面也便于后辈学习、师承和借

鉴。自２０１３年６月征稿以来，得到了离退休老教授的积极响应，从刚刚退出教学岗位的老师

到年近百岁的老人，从海外、北京、香港的校友到已故老专家的亲属、朋友，他们纷纷奔走

相告、心情急切地拿出自己心血结晶的作品、论文，踊跃投稿 （不少作品是国际国内获奖

的），并认真修改和校对作品，热情关注此书的进展情况，积极配合编委会的工作，使整个编

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向支持关心参与此书的各位老教授、老专家们表示崇高的

敬意，谢谢你们啦！

由于篇幅有限，每位投稿者只限报２～３篇 （首）论文和作品，这些作品不乏精品，是这

批老艺术家教学水平的集体亮相。从整体来讲，《四川音乐学院百名老教授论文作品选集》系

列图书是四川音乐学院弥足珍贵的无形资产、精神财富和艺术营养，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

较高的学术性，将在我院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

川音老教授协会自２００８年４月成立以来，在四川省老教授协会和川音党委的领导下，建

立了组织，成立了 “老教授艺术团”，审批和通过了３７名正教授和２名副教授，开展了艺术

培训工作，真正做到了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们相信，在院党委和行政的领导支持下，

老教授们将继续发挥老骥伏枥的 “精、气、神”，为学院的更大发展献计出力，为川音美好的

明天继续做出贡献。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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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毓秀

( 1918． 11－2012． 7) 原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四川省音协名誉主席，中国音乐金钟奖终生成就奖获得者。

美声学派 ( Bel Canto ) 概述

摘 要: 自美声唱法以其科学的发声在意大利确立和发展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随着美

声学派的发展，涌现出许多与之相关的作曲家、歌唱家、歌剧作品和艺术歌曲。该学派流传到我

国，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关键词: 美声学派 科学发声 歌剧 艺术歌曲

中图分类号: J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172 ( 2011) 03－07

美声唱法从 17世纪在古老的意大利确立、传播、普及并传遍了全世界。“美声”唱法华美深

厚的音色和科学的发声方法，使它从全世界各种歌唱方法中，脱颖而出历久不衰，成为当今世界

普遍接受和承认的最为正统和完善的科学唱法，使其当之无愧地自成一学派——— “美声学派

( Bel Canto) ”。

在我国，美声唱法在短短的近百年中，得到了飞跃的普及和发展。大量专业和业余音乐工作

者，至今还在不断地努力，为完善和系统化我国自己的民族唱法，而学习和借鉴 “美声”唱法。

为此，我作为毕生学习和研究“美声唱法”的音乐工作者，感到有责任和有必要，更多地介绍和

推广有关“美声学派”的知识。

美声唱法流传到我国已近百年，首先发端于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欧洲的战乱，以

及晚清民初的对外开放，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和习俗，经海上来到亚

洲，进入上海。之后，俄国革命又造成大批俄国侨民流入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涌入大批

犹太难民，丰裕的物质生活及活跃的商业环境，和丰富多元的文化背景，更吸引了不少文化音乐

艺术人士来到上海，使之成为我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城市。

上世纪 20年代初，我国著名音乐家萧友梅，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支持下，在上海创办了我国

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学院。该校随着我国政治历史的发展，曾多次更名变迁，最终成为

现今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在创办之初，该院即以“输入世界音乐，整理我国音乐”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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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和课程都大体仿效欧洲音乐院校，除大量西方音乐课程外，部分民族器乐也在此得到发展。

各科聘有优秀外籍教师，俄籍教师相比较多，意大利籍次之，同时也有一大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

音乐家，如声乐家、作曲家应尚能，音乐教育家胡周淑安，作曲家黄自，音乐教育家、指挥家吴

伯超，及院长萧友梅等，萧氏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音乐学院，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博

士学位，1940年病逝上海，遗有大量音乐著述、教材及音乐作品，他对创办我国专业音乐教育机

构和培养音乐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众所周知，“美声”源自意大利文“Bel Canto”，意即 “美妙的歌唱”，这提法是在哪个年代

怎样产生已无法可考证。一般地讲，美声的唱法是在 17 到 18 世纪间，随着歌剧的产生和发展逐

步提高和完善起来的，其根源应追溯到 4世纪，那时天主教会已开始在罗马训练唱诗班。到 7 世

纪时，葛莱高利 ( Gregory) 的主教严格完善地创办了一所培训学校，主要培训男童为教会服务

( 当时人们认为妇女只能围着锅台转) 。这位主教本人有很高的音乐修养，曾主编过为教堂仪式弥

撒中咏唱诗篇所用的“素歌” ( plainsong) ，因而此类教会咏歌至今冠以他的名字，被称为 “葛莱

高利素歌 ( Gregorian Chant) ”。事实上，在 9 世纪前的 “素歌”，只是口传，而并无乐谱记录，

最早的手稿真迹，只能追溯到 9 ～ 11 世纪，因此有关 “素歌”和葛莱高利的相关资料并不详尽，

而流传下来的“素歌”古谱，还是四线古谱，方形音符，每小节没有固定的节拍，而是根据教堂

仪式中经文乐句长短的需要，时长时短，长的经文唱的音符就连在一起。

而音名的由来，是 12世纪法国本笃会神父阿雷佐 ( Guido d’Arezzo) 所创，他曾负责在意

大利阿雷佐 ( Arezzo) 办学而得“阿雷佐”之名。他用一首 《洗礼约翰赞美诗》的拉丁文歌词创

造了音名，他采用歌词起首 7个句子中每第一句第一音节作为音名: 第一句第一个音节发音 Do，

第二句第一个音节 Re，第三句第一音节 Mi，第四句第一个音节 Fa……以此类推，组成了 7 个音

名沿用至今。据说在教会中，特别是天主教会还多多少少沿用着葛莱高利素歌和四线方形音符的

古乐谱，歌颂“弥撒”。除了博物馆，在一些古老的大教堂现今还可看到这些古乐谱。

葛莱高利在 7世纪所创办的音乐培训学校，需 9 年才能毕业，可见当时即认识到造就一个合

格的音乐歌唱人才，需要有全面的音乐文化修养。其开设的科目，除专业声乐外，还需学习乐

理、和声、合唱、管风琴、拉丁语及一些文化课。当时是专为教会培养男童，由于男童变声后无

法继续担任高声部，于是出现了“阉割”的现象，以维持男童的音色。后来随着歌剧的发展，到

14、15世纪，有不少阉人歌者因演唱歌剧而发财，引发许多贫苦家庭纷纷阉割男孩，一度曾有某

年 400名左右的记录。直到 17、18世纪歌剧的鼎盛时期，已有出色的女高音出现，阉割的现象才

逐渐式微。歌剧最初的出现，是为宫廷贵族们娱乐，渐渐流传至民间，内容也从圣经故事、希腊

神话发展扩大到民间喜闻乐见的人间英雄、爱情故事等。剧中女角起初都由阉割男高音担任，他

们的音域可达 4个八度之宽 ( 实际上如方法正确，不需阉割也应该可以唱到 high C。20 世纪 30

年代末，我在欧洲念书时，就曾听过一个百人男童合唱，音色优美纯净，难以比喻) 。随着歌剧

的发展，声乐技巧亦不断跟进和发展，一方面由于作曲家谱写的难度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歌剧咏

叹调中的华彩部分，一度是任由歌者随意发挥，各显神通，相互竞争。作曲家和歌唱家的相互促

进，促成了声乐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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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声”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是在 18 世纪，这不能不归功于 16 世纪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

是他们复兴并发扬了古希腊传统的结果。大约 1594 年，由巴尔第伯爵创导的 “卡美拉塔”文艺

团体，为庆贺法国亨利第四和玛利亚·麦迪琪的婚礼，在伯爵家中演唱了希腊神话故事 《达夫

奈》。起初只是为和朋友们共享一个愉快的晚上，没想到反应强烈，所以又将利奴契尼 ( Linuci-

ni) 的希腊悲剧《欧利迪切》 ( Euridice) 谱写成曲，在 1600 年搬上了意大利佛罗伦萨 ( Flor-

ence) 的舞台，开始了歌剧的时代。可惜歌剧 《达夫奈》现已失传，现存较早的歌剧 《欧利迪

切》 ( Euridice) ，当时是由阉人歌手担任女主角欧利迪切一角，现由女中音演唱，但我在上世纪

80年代，曾两次在美国听到过由男高音歌唱 《欧利迪切》曲目参加声乐比赛的，也相当动听适

宜。

随着歌剧的形成、发展及完善，歌唱家的基本发声原理和声乐技能训练也随之演变并丰富完

善。当时复调音乐已广泛发展，但在舞台上仅用复调的手法，对戏剧效果的发挥已有局限，作曲

家卡美拉塔改变了合唱的写法，并使剧中人物有了独立的唱段，使独唱、重唱、合唱都服从剧情

的需要，产生了单旋律和抒情歌曲，其后出现了更多的自由格式如咏叹调、宣叙调，及 A－B－A

三部曲式等手法，丰富了歌剧的表现。至此，歌剧大量涌入民间，装潢炫目的歌剧院也相继出

现，到 17世纪末在意大利一些大城市，已有 20多所剧院，音乐剧也有 658部之多，仅在 1662 年

到 1680年之间，就有百部之多歌剧轮回上演。当时不仅是剧场华丽的场面吸引了平民百姓，歌唱

家们令人眼花缭乱的声乐技巧，支配着整个演出，引起观众热情的欢呼。对歌唱要求不断的增

长，歌唱家受到人们的溺爱和庆贺，成了当时的大红人。他们在舞台上倾情发挥美化自己嗓音，

表现自己的才华，尽兴展示演唱中的情趣和技巧，穿插大量的即兴发挥。他们各显神通，自由发

挥，所有的旋律、曲调，都变成了无止境的音阶、颤音、装饰音、跳音，但却肢解了剧情的完

整，破坏了歌剧的协调，远离曲作家的乐风。有过一个笑话，说作曲家罗西尼 ( Rossini) 去听自

己的歌剧，却被歌唱家改得面目全非了! 之后，他倡导并制定了演唱者必须忠于原谱，不能自编

自唱的原则。遗憾的是由于歌唱家的滥用发挥，及作曲家为迎合大众需求，写出大量只追求难度

繁复而缺乏实质和音乐价值的作品，使得歌剧逐渐走向衰落。但无疑歌剧的兴起，造就了一批非

凡伟大的歌唱家和表演艺术家，造就了声乐的“黄金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科学而自然精确的声乐训练方法，也渐被遗忘，我们只能从遗留的一

些文字中窥见当时辉煌时代之一斑。

音乐家彭丹比在他《音乐历史》一书中，描述 17世纪一位阉人歌唱家费利的演唱说: “你如

果没有听过这位异常歌唱家的演唱，你是不可能想象出那嗓音的清晰度、弹跳性和高难度乐段中

美妙的灵活性，音调的准确性，辉煌的颤音以及用不尽的呼吸，当你以为他该累了，却又射出没

完没了的另一串颤音，在两个八度间半音阶中上下跳动，对他来说，只是轻而易举的游戏而已。”

这是当时随时可见的阉人歌手的表演，在当今舞台上已不可见了。

另一位著名的阉人歌唱家法拉奈利 ( Falanelli) 被当时公认的评论家芒奇尼 ( Mancini) 描写

道: 他的声音奇迹般地完美，不论在高或低的声区，都那么洪亮有力又丰满，他的音色非常均

匀，音质平衡，声区统一，技巧地运用渐强渐弱，那惊人的轻松滑音，雅致哀婉动人的风格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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