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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声乐演唱技能对于音乐专业的学习者来说，是一门必备的专业技能。各高等院校音乐专业学生，

他们中大多数毕业之后将走向基层，从事音乐教学与表演工作，具体会涉及到歌唱教学、歌唱表演、

合唱排练等与声乐演唱艺术相关的工作，因此，声乐课程也一直成为音乐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在传统声乐课教学中，教学模式一直采用 “一对一”课堂教学模式，即一位教师单独针对一个学

生进行声乐教学。但近年来，随着全国高等院校的扩招，各高校声乐课教学，都面临着新的情况和新

的问题。由于音乐专业的学生人数的逐年增多，严重失调的师生比例早已无法满足声乐教学 “一对一”

教学模式的需要。目前，相当一部分音乐院校已经在进一步规范声乐课教学、改善教学方法与手段、

创新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有一些院校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开始付诸实践。同

时，国家教育部门也在积极倡导各高校进行课堂教学的研究与创新。目前较有共识的声乐课教学形式

是在过去单一的 “一对一”教学形式的基础上，增加 “一对多”的集体课教学形式。大量实践也证明

了，在高校声乐教学中采用集体课与个别课相结合能够达到最佳的声乐教学效果，两者是互为补充的。

《声乐普修教程》也正是在声乐课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大趋势下应运而生的，它的出台是当前声乐课

模式革新下的产物，也是当下音乐院校特别是普通音乐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培养目标得以完整

实现的客观需要，无论是个别课还是集体课，无论是学生学还是老师教，都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专

业理论与方法做支撑。本教程的推出将极大改观现有的声乐课教学现状，为进一步推动声乐教学的发

展带来契机。

《声乐普修教程》在教学内容、知识体系、能力结构、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方面都进行了较为深

入、细致的探索。全书共４册，每册８个单元。每个单元分为歌唱基础知识、练声曲、歌曲、语音知

　　



识、声乐艺术史五个部分。歌唱基础知识部分，每单元围绕一个声乐基础理论知识点进行讲解，语言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练声曲部分，精心挑选了国内外名家及广大声乐教师常用的练声曲，根据难易

程度进行了有序编排，既重视技术性，又强调基础性；歌曲部分，选择了古今中外不同风格、题材、

唱法、语言、演唱形式的作品，开阔了师生的视野。语音知识部分，则利用朗读单词与朗诵绕口令等

方式，训练学生各语种的语音，增加了趣味性，寓教于乐；声乐艺术史部分，以西方声乐发展的历史

沿革为脉络，贯穿了如名家轶事、全球最受欢迎的十部歌剧、世界著名音乐厅等学生感兴趣的内容，

增加了全书的可读性。在体例上进行创新是本教材的一大亮点。目前市面上出现的声乐教材主要是以

歌曲集的形式出现。在难度划分上，大多数教材仅按难度的初、中、高进行编排。而 《声乐普修教程》

是将歌唱基础知识、练声曲、歌曲、语音知识、声乐艺术史合理编排进每一单元，每单元的歌曲选择

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易到难。教师在使用本套教材时，仅需要在单元提供的曲目中进行选曲，如

不适宜再另行补充。通过这种方式，有效避免了教师由于个人喜好等主观原因造成的在曲目选择上的

单一性问题。既方便老师操作，也便于学生自学。

在内容编排上进行创新，系统全面的介绍声乐理论知识是本教材的一大特色。以往也有少部分声

乐教材在歌曲集前介绍了声乐的发声方法，但大多数是提纲挈领式的介绍，而 《声乐普修教程》则是

将声乐基础理论、声乐艺术史分成３２个章节，循序渐进地进行系统讲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声乐理论

部分基本涵盖了声乐发声的全部内容，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声乐基本理论。声乐理论的系统介绍，有利

于健全学生的声音概念，丰富学生的声乐史论背景，充分发挥大学生理解能力较好的优势。声乐理论

的学习有助于声乐技能技巧的提高，同时，声乐技巧的提高又有助于声乐理论理解的深入。

《声乐普修教程》在教学模式上革故鼎新，在内容编排上系统全面，在写作语言上平实晓畅。无论

是专业的声乐学生，还是从未受过声乐教育的初学者，都可以通过此套教材的学习，知晓声乐演唱的

方法与技巧，是目前声乐教材中的优秀之作。相信通过教师们在声乐教学中的共同努力与探索，声乐

课教学研究也一定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同时也愿广大声乐爱好者能从此套 《声乐普修教程》中多多

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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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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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嗓音的鉴定方法
由于每个人的身体发育不同，发声器官构造各异，加之后天的审美情趣、语言习惯等

存在差异，人们的嗓音也各不相同。从嗓音的基本生理特征与艺术歌唱训练、表演的基本

规律结合看来，大体上可以将人的歌声科学地划分为男高音、女高音、男中音、女中音、

男低音、女低音六种类型。在声乐界，人们常用以下两种方法来判断歌唱者嗓音种类：一

种是根据人们的生理结构特点来判断；另一种是根据歌唱训练时对嗓音的听觉感受来判

断。这两种分类法各有优点，同时也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

生理构造虽然是划分声部的重要依据，但绝不是唯一的依据。根据生理结构分类，主

要是测量声带的长、宽、厚度，以及喉头的大小，会厌的宽度，脖子的长短，咽腔的构成

形态。有的人从生理构造上分析应属于男高音，但却唱男中音；又有的人从生理构造上看

应属于男中音，却唱男高音异常出色，这些情形在中外歌唱界不乏其例。同样，从听觉效

果上来划分声部也有其片面性，因为在人的声乐经验不足时，听觉难免会有误差，人的歌

声除了音域 （最低音到最高音的距离）是可以迅速测量的外，其音色 （声音的特色）与音

量 （声音的强度）要想准确测量，目前在生理科学上尚有一定困难。如有的女歌手，初一

听声音非常高远明亮，甚至能唱到像花腔女高音那样的极高音，但是，唱一段时间以后声

音越来越吃力，严重时声带会发生病变，检查其声道后却发现她应归属于女中音。因此，

目前在歌唱教学中大都采取喉科大夫生理鉴定与声乐教师听觉感受相结合的办法来鉴定歌

手声音所属的声部。

（二）各类型嗓音的基本特征
１．女高音 （Ｓｏｐｒａｎｏ）

２



这类歌手声带结构短而薄，其长度一般在８—１２毫米，声音听起来明亮纤细，高声区

发音较方便，而中低声区声音却比较薄弱。未经过训练的女高音歌手通常音域较窄，一般

在ｃ１—ｆ２以内。经过训练后，如果演唱方法得当，大部分歌手均能扩大到ｃ１—ａ２ 的音域，

嗓音条件很好的歌手还能扩大到ｃ１—ｃ３ 两个八度的音域 （见谱例１－１）。在女高音范畴内

又可细分为抒情性女高音、戏剧性女高音和花腔性女高音三种类型。

谱例１－１：

抒情性女高音 （Ｌｙｒｉｃ　ｓｏｐｒａｎｏ）的音色一般比较柔和甜美，大多擅长演唱抒情性歌曲。

这类歌手在中外歌坛上有突出成就者历来居多。如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蕾娜

多·苔芭尔迪 （Ｒｅｎａｔｏ　Ｔｅｂａ　Ｌｄｉ）与希腊籍美国女高音歌唱家玛利亚·卡拉斯 （Ｍａｒｉａ

Ｃａｌｌａｓ）就属于此种类型。我国女高音歌唱家胡晓平、王霞也属于此类型。

戏剧性女高音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ｓｏｐｒａｎｏ）的歌声铿锵有力、音色明亮，大多擅长演唱富于

戏剧性人物的歌剧选曲。如世界著名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 （Ｍｏｎｔｃｒｒａｔ　Ｃａｂａｌｌｅ）、前

苏联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维谢甫斯卡娅 （Ｇａｌｉｎａ　Ｖｉｓｈｎｅｖｓｋａｙａ）就属于此类型。我国歌唱家

殷秀梅也属于戏剧性女高音。

花腔性女高音 （Ｃｏｌｏｒａｔｕｒａ　ｓｏｐｒａｎｏ）的歌声纤细灵巧，大多擅长演唱一些极富跳跃性

的华彩乐段，有的花腔女高音歌手甚至能唱到高音ｆ３ 以上，并能娴熟地变换各种音色。澳

大利亚著名歌唱家萨瑟兰 （Ｊｏａｎ　Ｓｕ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与意大利歌唱家卡里·库奇 （Ａｍｅｌｉｔａ　Ｇａｌｌｉ

Ｇｎｒｅｉ）是此类型的典型代表。我国歌唱家么红、高曼华也属于此类型。

２．女中音 （Ｍｅｚｚｏ　ｓｏｐｒａｎｏ）

这类歌手的声带比女高音歌手略长、略宽 （长度大约在１２—１４毫米）。其歌声比女高

音厚实、有力，特别是中声区声音更为丰满柔润。未经训练的女中音歌手音域在ｂ—ｂｅ２。

经过训练后，如果演唱方法得当，音域一般可达ａ—ｆ２，嗓音条件良好者音域可达ａ—ｂｂ２

（见谱例１－２所示）。西班牙世界著名歌唱家贝尔贡札 （Ｔｅｒｅｓａ　Ｂｅｒｇａｎｚａ）、英国著名歌唱

家贝克 （Ｊａｎｅｔ　Ｂａｋｅｒ）和我国的梁宁、关牧村属此类型。

谱例１－２：

３



３．女低音 （Ａｌｔｏ）

这类歌手的声带比女高音和女中音更长些、宽些 （长度在１５—１６毫米）。其声音低沉、

深厚，有点像男高音，大多擅长演唱富于戏剧性人物的歌曲。唱到中低音时，如果不仔细

听，很可能会误认为是男高音。未经训练的女低音歌手音域在ａ— ｃ１。经过训练后音域可

扩展到ｇ—ｅ２。嗓音条件良好者音域可达ｆ—ｇ２ （见谱例１－３所示）。这类歌手在我国歌坛

比较少见。在欧美一些国家居多，俄罗斯著名歌唱家奥夫霍娃和美国黑人歌唱家安德逊属

于此类型。

谱例１－３：

４．男高音 （Ｔｅｎｏｒ）

这类歌手声音高亢嘹亮。他们的声带比女歌手宽、厚 （长度在１５—１６毫米），喉结也

较女歌手的大，但在音区上比女声音区低一个八度 （为记谱方便，暂与女声共用一个记谱

法）。普通男高音在未经训练时音域在ｃ１—ｆ２ 内。通过训练后的男高音歌手大部分均能扩

展至ｃ１—ａ２的音域。嗓音条件较好者可达到ｃ１—ｃ３ 的音域，即两个八度的音域 （见谱例

１－４所示）。

谱例１－４：

男高音也可细分为抒情性与戏剧性男高音两种类型。

抒情性男高音声音明亮优美，擅长演唱抒情性声乐作品。如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吉利 （Ｂｅｎｉａｍｉｎｏ　Ｇｉｇｌｉ）、帕瓦罗蒂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Ｐａｖａｒｏｔｔｉ），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卡雷拉斯

（Ｊｏｓｅ　Ｃａｒｒｅｒａｓ）的嗓音属于此类型。我国歌唱家戴玉强、李双江、吴雁泽也属于此类型。

４



戏剧性男高音的歌声响亮而结实，擅长演唱戏剧性色彩很强的雄壮、高昂的声乐作

品。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卡鲁索，西班牙著名歌唱家多明戈的嗓音属于此类型，我国

歌唱家施鸿鄂、程志也属于此类型。由于现代声乐技术的发展，很多男高音歌手大多融抒

情性风格与戏剧性风格于一身。他们既能演唱抒情性的歌曲作品，又能演唱戏剧性色彩很

强的歌曲作品，对演唱人物化的歌剧咏叹调也有很高的造诣。因此，歌唱艺术发展到今

天，其所谓抒情性或者戏剧性并非决然对立的概念。

５．男中音 （Ｂａｒｉｔｏｎ）

这类歌手的声带比男高音歌手略微长些、宽厚些 （长度在１８—２１毫米）。他们的歌声

浑厚、雄壮，特别是中低声区声音流畅、稳实。未经训练的男中音音域在ｂ—ｅ２，通过训

练后一般均可达到ａ—ｇ，嗓音条件好的男中音可达到ａ— ｂ２ 的音域 （见谱例１－５所示）。

男中音可分为偏高的男中音和偏低的男中音两种类型。偏高的男中音和戏剧性男高音很相

似，偏低的男中音与男低音相似，两者仅存在音色上的区别。因此在歌唱训练中应根据前

面介绍的方法去细心判断，否则将会使歌手的嗓音训练误入歧途，造成不良的后果。在当

代中外歌坛上卓有成就的男中音颇多，如德国著名男中音歌唱家菲施尔·迪斯考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Ｄｉｅｓｋａｎ）、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鲁福 （Ｔｉｔａ　Ｒｕｆｆｏ）以及我国歌唱家黎信昌、杨洪

基、廖昌永等。

谱例１－５：

６．男低音 （Ｂａｓｓ）

这类歌手的声带较长、较宽、较厚 （其长度一般在２１—２３毫米）。其声音低沉、敦实，

在混合四部合唱或重唱中，他们往往演唱最低的根本声部，起着稳定和弦织体基础的作

用。未经训练的男低音歌手自然音域在ｇ—ｃ２ 一段音区。经过训练后，男低音歌手音域可

扩展到ｅ—ｅ２音区。音质好、音域宽广的男低音歌手音域甚至可以达到ｃ—ｆ２ （接近二个半

八度），见谱例１－６所示。如世界著名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 （Ｆｅｄｏｒ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Ｃｈａｌｉａｐｉｎ）、美国黑人男低音歌唱家罗伯逊 （Ｐａｕｌ　Ｒｏｂｅｓｏｎ）以及我国男低音歌唱家温可

铮、吴在球等均有精湛的演唱技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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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１－６：

在鉴定歌声的类型时，声区的结构与 “换声点”的音高位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均

不可忽略。

（一）基本练习
１ ．

ｅｎ

憗＝懚 戓戙

憙
拻 挀

憘  憗
戼

憠 

憗＝懚 戓戙

憗
拻 挀
憘 憙 憘 憗

戼
憠 

２ ．

ｅｎ

３ ． 憗＝懚 戓戙

憙

拻 挀

憚 憙 憘 憗
戼

憠 
ｅｎ

憗＝懚 戓戙

憗

拻 挀

憘憙憚 憛憚憙憘 憗 憙 憗 

４ ．

ｅｎ

６



５ ．

ｅｎ

憗＝懚 戓戙

憗

拻 挀

憙 憛 憙 憗
戼

憠 

这五条是哼鸣练习，意在感觉软腭肌肉的力量，从而获得正确的泛音位置即软起音的位置，做到

“轻声高位”。

（１）发音 “ｅｎ”，类似于中文 “嗯”，口微张开，下巴放松，舌头平躺于牙床之上，舌根尽量放

松。用打哈欠的感觉抬软腭 （软腭肌肉紧贴在鼻咽腔后面），发声时感觉声音是从上口盖发出，让声

音充分在鼻咽腔震动，喉头处于稳定放松的状态。

（２）特别注意第一条练习，下行音阶时软腭肌肉的兴奋度保持，从上到下、从下至上这种兴奋度

都要一如既往地保持。

（说明：这个练习一定要注意放松，不要去追求哼鸣的音量，以免肌肉紧张。切记要在放松的基

础上逐步往高练习，也可以尝试躺着练习。以中央Ｃ为起音逐步向下或向上作音阶式的扩展训练。）

（二）练声曲

Ａｄａｇｉｏ

憗＝戧懜 戙戙

憗 憠 憘 憙 憚 憛 憜 憖 憘 憠 憙 憚戦 憛 憜 憞戧 憖 

憘憢 憠 憗憢 憞戧 憜 憛 憚 憖 憜 憠 憛 憚 憙 憘 憗 憖 

憗 憠 憘 憙 憚 憛 憜 憞 憗憢 憠 憘憢憡 憘憢憙憢 憠 憖 憖 

憙憢 憠 憘憢 憗憢 憞 憜 憛 憚 憙 憠 憘憡 憘憗 憠 憖 憖 

此练声曲选自 《Ｖａｃｃａｉ》第一首，音阶式练习，速度是广板。“连贯”即 “ｌｅｇａｔｏ”是这首练

习曲的重点。男女各声部可根据自己的音域特点选择不同的调来进行练习，选用任意一个元音来练习。

７



（三）歌曲
《春思曲》

是黄自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声乐作品，以鲜明的旋律刻画出主人公对爱人深厚真挚的感

情。该曲最大的特点是将外国艺术歌曲浪漫主义的风格特征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音乐创作风格，因此在演唱此曲时要注意唱出歌曲的流动性及含蓄性。

此曲结构为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第一部分是节奏较为舒缓的叙述性演唱，注意三拍

子的律动性；第二部分在情绪上较第一部分更加强烈，演唱时注意高音的控制，如 “潇潇

夜雨滴阶前”的 “潇”字，“寒衾孤枕”的 “孤”字等等，高音不能太突兀，以保持歌曲的

流动性。演唱黄自的作品特别要注意词曲与伴奏的一体性，真正地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形

成一首完整的作品。

韦瀚章 词
黄 自 曲

春 思 曲

慢速

（ ）

ｐ

（

）

渐慢

憗＝懝 戉戓戠

憗憢憗憢憗憢 憗憢憗憢憗憢 憗憢憗憢憗憢 憗憢憗憢憗憢  憗憢
潇
憡 憞

潇
憜憛 憜

夜
憡 憙

雨
憚 憛
滴
憡 憗
阶

憘 憙
前，
憡 憖 憖

憙
寒
憡 憘

衾
憗 憗憢
孤
憡 憜

枕
憡  憘

未
憡 憘 憙

成
憘
眠。
憡 憖 憖 憗憢

今
憡 憞

朝
憜憛
揽

憜
镜，
憡 憙

应
憚
是


憛
犁
憡 憗
蜗

憘 憙
浅，

戧憡 憖 憖 憖 憖 憗
绿

憗
云
憜
慵
憡 憜

掠，

戧 憖 憛
憢憢

拻 挀
憛
憢
憙戧 憛 憛 憙憢憡 憗憢憡 

憛
憢憢
憛
憢
憘 憛

憢懒
憛
憢贴
憙
花
憡 憙憡 憗

钿。
憡 憖 憖 憖 憙

小
憜
楼

憙
独
憛
倚，

憖 憖憜
怕
憛
睹
憙
陌

憛
头
憗憢
杨

拻
憡 

憗憢
?
憡 憛

柳，
憡 憙

分

戧 憛
色
憗
上

憘
帘
 憘
边，

戦憡 憘憡 憖 憖 憖 憘
更
 憛
妒

戦憡 憛 憚
煞

戦 憘
无

戦 憚
知
憗憢
双

戦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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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ｆ

ｐｐ

憞
燕，
憡 憜

吱

戦 憛戦 憚
吱

戦 憘
语

戦 憖憛
过
憛
憢画

憜
憢栏
 憞
憢前。

戦憡 憖 憖 憖 憖 憖 憖戣戠 憙
忆

憛
个
憜
郎
憡 憜憘憢憗憢

戉戓戠 憞
远

憜 憛
别

憜
已
憙
经
憡 憙

年，
憡 戣戠 憗

恨
憘
只
憙
恨，

懯
憖 憙
不
憜
化
憛
成
戉戓戠 憙

杜
憡 憗憢憡 憜

宇，
憡 憙
唤
憛
他

戼
憙

憙
快
憡 憘

整
憡 憘憡 憜

憢归
憡  憗

鞭。
憡 憗憡 憗憡 憖 憖 戂

《多么幸福能赞美你》

这是歌剧 《格里塞尔达》中的选曲，结构简单，速度为行板，明朗而质朴地表达了对

爱人的一片深情。这首歌每一句都完全重复一次直到结束。演唱时要注意力度的强弱对

比，特别是第一段第一句以中强的力度开始而第二句转弱，第二段第一句以强的力度开始

而第二句重复时也转弱，形成反差，在渐慢延长后，立刻恢复原速。整曲要唱得流畅、连

贯，唱出优雅的韵味。

中板
ｍｆ

意  Ｇ ． Ｂ ． 博诺恩奇尼 曲
尚 家 骧 译配

多么幸福能赞美你
Ｐｅｒ ｌａ ｇｌｏｒｉａ ｄａｄｏｒａｒｖｉ

憗＝懝 戔戙

憛

多

憡 憚 憙

么

 憚
幸

憘 憛 憚

福

 憙
能

憗 憜 憗

赞

 憗
美

憞
憢

憗

你，

 憘
我

憙

多

憠 

憚

爱

憙 憚

你，

憘

啊，

憙

美

憗 憜
丽的

憘

眼

憠捁
憗憘

 憗

睛。

憠 憖  憛
多

憡 憚 憙

么

 憚
幸

憘 憛 憚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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憙

能

憗 憜 憗

赞

 憗
美

憞
憢

憗

你，

 憘
我

憙

多

憠  憚
爱

憙 憚

你，

憘

啊，

憙

美

憗 憜
丽的

憘

眼

憠捁
憗憘



憗

睛。

憠 憖  憛
爱

憚

情

憙

将

憘

会

憗

使

憞
憢
我

戧  憞
憢

痛

戧 憜
憢

苦，

憠  憜
但

憛

我

憚

仍

憙

旧

憘

永

憗

远

 憗
爱

憞
憢

你，

憠 

憗

永

憖 憖  憚
远

憡 憖憘

永

憙

远

 憙憡憚 憘

爱

憠  憗
你。

憠 憖  憛
爱

憚

情

憙

将

憘

会

憗

使

憞
憢
我

戧 

憞
憢

痛

戧 憜
憢

苦，

憠  憜
但

憛

我

憚

仍

憙

旧

憘

永

憗

远

 憗
爱

憞
憢

你，

憠  憗
永

憖 憖  憚
远

憡 憖憘

永

憙

远

拻拻


憙
挀挀
憡憚 憘

爱

憠 憗
你。

憠 憖 憛
虽

憡 憚

痛

憛 憜

苦，

憞
仍

憡 憜

爱

憞 憗憢

你，

憗
美丽

憘

的

憘

眼

捀
憙

憠 

憗

睛，

憠 憖  憛
虽

憡 憚

痛

憛 憜

苦，

 憞
仍

憡 憜

爱

憞 憗憢

你，

戼
 憗
美丽

憘

的

憘

眼

捀
憙

憠  憗
睛。

憠 憖 

憛憢憡 憚憢 憙憢  憚憢 憘憢 憛憢 憚憢  憙憢 憗憢 憜憢 憗憢  憗憢 憞 憗憢捀
憜憞

 憘憢 憙憢 憠 

憚憢 憙憢 憚憢 憘憢 憙憢 憗憢 憜憢 憘憢 憠捁
憗憢憘憢

 憗憢 憠 憠  憛
虽

憡 憚 憙

然

 憚
没

憘 憛 憚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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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憗 憜 憗

情的

憗
希

憞
憢

憗

望，

憘
痴

憙

情

憡 憙

梦

 憚
想

憙 憚

地

憘 憙

整

憗 憜
天

憘

叹

憠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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憘

痴

憙

情

憡 憙

梦

 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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憠 憖 憖 憖 憖戂

《平安夜》

《平安夜》是奥地利的一个小乡村教会的神父约瑟夫·摩尔在１８１６年写的歌词，曲作

者弗兰兹·葛汝伯，他曾是当地一位默默无闻的音乐老师。据说当时是因为小教堂的管风

琴坏了，摩尔神父要葛汝伯先生为他写的歌词用吉他伴奏来应急。之后，这首歌很快传开

并广受欢迎。今天它几乎成为圣诞节的官方 “节歌”，被译成许多种文字。现有６７种不同

语言的１０５种不同版本的歌词。该曲旋律优美，意境祥和庄严。演唱时音量的控制、音色

的统一及情绪的把握是关键。每句起音最好用纯净、自然、通透、圆润的线条声音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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