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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声乐发声向播音发声转换是一个技巧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

工作。要想正确发声，首先应该保障发声方法的科学合理，并

且从语言的发声特点入手，明确播音语言发声与声乐发声的异

同，了解自己的声音特色，为从声乐发声向播音发声转换奠定

基础。在此针对两者之间的有机转换，提出几点个人见解。

2 从声音构成的基本要素分析声乐用声与播
音用声的不同
2.1 振动状态不同

从音色上看，播音用声要求始终保持自然柔和，贴近自

然发声的音色，给人一种亲切、润泽之感。声乐发声则要求

声音明亮有质感，专业上称为金属声。金属声具有较强的穿

透力，擅长表现一些共性及激情的情感。这种声音即使在满

台交响乐队的伴奏下，也能传到剧场每位听众的耳中。声乐

发声由于腔体的充分打开以及较强的深气息支持，较多头腔

共鸣的运用，决定了其音色特点。播音发声以口腔共鸣为主，

这也决定了其音色特点。因此，从声乐发声向播音发声转换

要注意调整共鸣腔体，避免声音位置偏后的现象 [1]。

2.2 振动幅度不同
在这方面，播音与声乐也有不同：播音用声不要求强度

太高，因为播音员要面对话筒播音，要始终与话筒保持最佳

距离，播音时的声音通常需要平和自然、口语化，通过电声

设备达到贴近听众的目的，其声音、音强的强弱对比不明显。

而在声乐演唱中，为了表现艺术作品所赋予的丰富情感内

涵，演唱者需要夸张的表现，声音幅度要大，音量能大能小，

伸缩自如，有时会出现极强或极弱的声音，声音音强对比明

显。这与播音时的要求大不相同。因此，从声乐发声向播音

发声转换时要注意控制好声音的强度 [2]。

2.3 振动频率不同
在振动频率上播音与声乐有两点不同：

第一，播音发声的音高指的是相对音高，没有固定的频

率，如不同人说话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有的声音高，有的声

音低，即使是同一人说话也会根据场合、情景的不同而导致

音高发声相对的变化。

第二，播音使用的音域较宽，它要求播音员的自如声区

大约在一个八度到一个半八度音域之间，且中低音区运用 

较多。

3 正确区分声乐发音与播音发音的风格特点
作为书面语重要口头形式的播音语言和声乐所使用的歌

词在实际操作时都应做到字正腔圆。与此同时二者在具体操

作时也有明显的区别。声乐十分注重元音的发音，要求口腔

“吸开”呈“半打哈欠”状，以便形成良好的共鸣腔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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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元音之间转换时，口腔状态变化不能太大，以求得共鸣

的统一。由此看来，声乐强调吐字的目的在于音乐旋律的进

行，音乐形象的饱满。这种声乐的发音方法用在播音上就容

易出现吐字圆浑，清晰度明亮度降低等问题。声乐演唱时，

运用声乐发音形成的吐字有利于旋律的变化，有利于共鸣的

统一，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播音 [2]。

由于受到旋律的制约，歌词读音的长短轻重不能随意更

改。例如，《大森林的早晨》中“多么美”这三个字演唱起

来需要很长的时值，“美”字按曲谱，把“m” 和 “e-i”

分解来唱。播音语言却不建议这样吐字，而必须是汉语拼音

方案规定的“mei”。又例如《西班牙女郎》中“赞美”这

两个字演唱时也需要很长的时值，“赞”字按曲谱，把 z.a-n

分解来唱，播音语言却不建议这样吐字，而必须是汉语拼音

方案规定的 zan。

声乐强调“以字带声”。而播音语言吐字以清晰准确表

达文句为目的。播音语言首先要求字音清晰准确，其他技巧

要围绕字音的清晰准确表达展开；声乐发音则要求的是旋律

的运行，吐字共鸣气息等技巧要围绕音乐旋律的运行展开。

4 有选择性的将声乐发声向播音发声转换
由声乐发声转为播音发声的又一关键所在即保持声乐发

声时的深气息支持以及喉部的打开。

声乐演唱者都希望自己有最值得骄傲的音区，但是声乐发

声的高音区与播音发声的自然音区是不同的。训练播音语言，

要从自然声区开始进行练习。以元音为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

况进行语言音域发声练习。从自然音域开始，向上升高或向下

降低的说着。在说的过程中注意调整气息以及共鸣等。

声乐与播音是区别与联系并存的，“胸腹联合式呼吸法”

是声乐发声与播音发声共同的指导方法，都要求气息的深

入。与声乐发声所用气息相比，播音的气息更加注重灵活性

和弹性。声乐气息的强度更强，振幅更大。如果找不好播音

的语言声区，声效上容易感受到表演的痕迹，产生脱离听众

的阻拒性陌生化的不良趋势。

5 科学合理的用声是声乐发声转向播音发声
的基本保障

声乐发声和播音发声都属艺术用声。要将二者进行有机

转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科学合理的发声，使艺术生命更长久。

保护嗓音这一点，在多次主持实践活动中本人深有体会。

在一次外场主持活动中，由于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加上

天气炎热，在 4 天的连续主持之后，笔者的嗓音出现沙哑、

疲劳、红肿的现象。在听取了声乐老师的建议后，笔者于中

国烟台毓璜顶医院耳鼻喉科咨询了专家。专家给出的结论

是：声带疲劳，咽壁上出现红色颗粒，导致咽壁有异物感，

声带无异常，建议禁声修养，适当理疗。通过这次的经历，

笔者也充分理解了嗓音保护的重要性。在这里也为有志从事

声乐、播音的工作者提出几点个人建议。

5.1 奠定扎实基础
第一，是“拜师”而且要拜好师。奠定扎实的基础对于

艺术用声的初学者尤其关键。因为改正错误的发声方法所花

费的时间和精力，往往要大大超越其形成这种错误方法所花

费的时间和精力。能否成才，第一步就是是否找到了方法正

确并且适合于自己的教师。

第二，要“尊师”。拜师之后就要严格按照教师的要求

去做，切不可三心二意，或者频繁更换教师。所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就是每个老师都有引导学生掌握科学发声方法

的不同途径和手段，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侧重点可能不同，

但最终都会达到预期目标。

5.2 科学合理的用声
清晨，人的声带各腔体还没有活动开，此时应以练气息

为主，练声音量不易过大，音域不宜过宽，以元音和哼鸣为

主。黄昏和晚上，人的声带处在活跃期，自身感觉也较好，

此时可放开练习。

5.3 定期进行声带检查
保护声带，杜绝声带小结。声带小结是由于长期过度用

声的情况下两条声带摩擦频繁，声带之间产生茧状颗粒，严

重影响声带闭合。导致音色暗淡、分叉，最终导致艺术生命

的提前结束。所以在用声过程中一定要有意识的定期自检，

特别是经常用声的人群。因为人的声带上面并没有神经的分

布，如果声带出现问题，没有痛感。所以要定期检查声带，

如有问题，要进行及时的治疗和恢复，这对于保护艺术嗓音

延长艺术生命力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用声前含点淡盐水，

歌后喝点温开水，这都有利于声带的保健。如果一旦出现嗓

音的损伤或病变，应高度重视并及早治疗。

在播音主持的实践中，要科学发声、合理用声，要努力让

语言在常用声区的音色优美动听、有张有弛。因此，从声乐发

声向播音发声转换时，需要我们踏实地进行用声的基础训练。

6 结语
以上论述了声乐发声与播音发声各自的特点对比，以及

从声乐发声向播音发声转换的可行方法。播音和声乐都是在

实践中展开的诉诸听觉的艺术，同属用人声进行艺术创作的

艺术门类。作为一门说话的艺术，播音是在口语表达的基础

上提炼加工形成的一种艺术语言，而声乐则是纯艺术范畴，

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其实，各种发声方法之间都有相通之处，也都存在着相

应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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