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一） 
	话底四种作用
	作用，内容，与声音表现
	「说」，「唸」，「诵」应有分别
	（二） 
	中国字音的困难：四声阴阳
	（一） 音高，音长，音势，声调
	（二） 北音无入声（？）
	（三） 「上」「去」「入」如何分别阴阳
	字音确准的重要
	（三） 
	气群与意义
	重读与强调
	（一） 轻声与变声
	（二） 话句的声调
	吐音的「尺寸」SPEECH-MEASURE
	（四） 
	自然感节奏
	（一） 节奏的界说
	（二） 以节奏「统一化」其余
	节奏的变化
	（一） 「转化」RESOLUTION
	（二） 顿歌 PAUSE
	（五） 
	诗与散文
	（一） 诗的散文化
	（二） 散文的诗化
	（三） 自由诗
	韵律
	（一） 韵律与意准的冲突
	（二） 押韵与章节
	节奏与情感
	诗，剧词，说话
	（六） 
	一般的需要： 
	（甲） 关于发音
	（一） 宜用与不宜用的肌筋
	（二） 放松的意义
	（三） 「共鸣」 RESONANCE
	（四） 吐字清楚的条件
	（五） 音色与情感
	（六） 响度与气流
	（七） 音底「远行力」 CARRYING POWER
	（乙） 关于声音表现
	（一） 歌唱与说唸
	（二） 「短语化」HRASING
	（三） 必要的变声
	（四） 共同的六件事
	-1 强调的方法与程度
	-2 声调与心理活动
	-3 顿歇非休息
	-4 插注与正文
	-5 节奏的强调作用
	-6 适宜的音高与速度
	（七） 
	诗的朗诵 
	-1 诗人的人格
	-2 节奏分明但不机械
	-3 两种可能的变化
	戏的唸词 
	-1 剧中人的人格
	-2 自然与错误的自然
	-3 做作色音
	说话与一般的散文 
	-1 朗诵者所觉察的情绪
	-2 声音不悦耳
	-3 意识地控制呼吸
	「说」「唸」「诵」比较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