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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曲，是集作曲技术理论为一体的创作实践和综合运用的过程，更是展示作曲者的内心音响想象
、美感取舍和逻辑思辨的音乐创造性源泉。
要想普遍提高国民的艺术素质，就要从点滴的认识基础做起，这是未来腾飞的必要基石，也是艺术教
育和音乐事业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艺术的美不是依据某些空话做出的承诺，而是以实践为前提、以参与为条件、以感悟为动力、以美感
为愉悦的心智创造性活动。
在由姚恒璐编著的《作曲的基础训练》一书9章的设计中，你或许发现，前六章是为音乐创作而设定
的技术准备；后三章则讲述了钢琴小品、艺术歌曲和室内乐重奏的写作技法，它们通常是音乐学院作
曲系大三学生必达的教学标准。
如果你是一位初涉作曲的普通音乐爱好者，或是一位有志于报考作曲专业的青年学生；即便你已然是
一位身处大学讲授、学习作曲专业的人士；抑或，你可能是一位在音乐其它领域有着斐然建树的专家
，想要了解专业音乐创作的思路、细节及其构成的实践过程，本书都是你作为了解、参考、实践、联
想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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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恒璐，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学位，连续四年获英国政府奖学金，1990年获得该院作曲专业音乐硕士学位
、1994年获得该院作曲专业第一位哲学博士学位。
1995年8月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开设“作曲”、“20世纪作曲技法分析”课并继续从事音乐创
作和理论研究。
    主要音乐作品有室内乐《七重奏》、第一交响曲《升华》(七乐章)、管弦乐《虹》、大提琴与钢琴
《阳关三叠》、《追忆》(为大提琴与7位演奏者而作)、六重奏《山曲》、弹拔乐合奏《一枝花》、钢
琴组曲《琴韵拾遗》、双钢琴《双磬》等50余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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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姚恒璐编著的《作曲的基础训练》旨在根据学习作曲的学生们通常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以明确的“
结论式标题”的形式，分章节地介绍了从节奏节拍、旋律写作，线形思维、品味和声——直到关于多
声部写作中会实际遇到的实践问题：织体形态、音乐结构、钢琴小品的写作以及在单一音色写作的基
础上，接触到诸如艺术歌曲写作以及各种管弦乐音色的处理和室内乐重奏写作的实际问题。
一至六章为“技法理论的基础篇”；七至九章为“创作实践的训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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