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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音乐教程(上下)》是柯蒂斯·罗兹先生历经十余年完成的一部完整、系统地论述计算机音乐
的名著。
它涵盖了计算机音乐的各个方面——包括数字音频、合成技术、信号处理、声音分析、算法作曲、数
字乐器接口和心理声学等，同时也对计算机音乐的诸多术语和概念作了详尽的说明和阐释。
该书内容丰富，层次清晰，理论价值高，是国际电子音乐学界公认的权威著作。
此书中译本的诞生不仅会对中国的电子音乐、计算机音乐基础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时也定将对中国各音乐艺术院校飞速发展的电子音乐、计算机音乐教学工作和学科建设发挥不可替
代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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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波导合成（Waveguide Synthesis） 波导是一种有效率物理模型合成的实现方式，
是Yamaha与Korg于1993及1994年所采用的合成器引擎（Smith 1982，1983，1986，1987a，b；1991b.1992
；Garnett 1987；Garnett and Mont—Reynaud 1988；Cook 1991a，b，1992，1993；Hirschman l991
；Hirschman，Cook，and Smith1991；Paladin and Roc—chesso 1992；Van Duyne and Smith l993）。
波导（或波导滤波器）是声波传播介质的计算模型。
在音乐应用上，这种介质通常是管或弦。
长久以来，物理学家利用波导描述声波在共振空间内的行为（Crawford 1968）。
 波导的基本建构要素是一对数字延迟线（digital delay lines）（见第10章）。
每个延迟线被注入激励波，以相对方向传播，并于到达底端时，反射回中心。
延迟线是这种程序的优秀模型，因为波阵面（wavefront）会在一段有限时间内通过共振介质。
波在介质内上下来回运动，以其尺寸相关的频率形成共振与干扰。
当波导网络在每个方向都对称，受到激发时所产生的声音较偏和谐。
如果波导扭曲，改变大小，或是与另一个波导交叉，将改变共振模式。
如我们将看到的，人声与乐器如铜管、木管、弦乐器都可由振荡器驱动波导网络来仿真。
Gamett（1987）以波导建立了钢琴的简化模型。
第11章叙述波导产生混响的应用。
 波导吸引人的特质是它可以与Music N合成语言在相当程度上兼容。
这表示波导网络的建构要素可以与标准的单元发生器结合（Link 1992）。
 下面四节将叙述拨弦时的波导模型，一般性波导乐器可仿真弦乐器或管乐器，以及更具特性的单簧管
与圆号的模型。
 击弦的波导模型（Wavegutde Model of Struck Strings） 最简单的波导模型也许是单弦琴或单弦乐器。
我们可图解此模型，解释当。
敲打弦上某点时的状况：两股波由冲击点向相反方向传播（图7.5）。
当振波到达琴桥，某部分能量会被吸收，某些能量则会以相对方向反射回去——朝向冲击点，并在两
波交会后继续前进，而造成共振与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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