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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受到高度的重视，关于影视声音技术与艺术方面的研究
，正在从以往的专业特征向着产业特征来延伸。
在延伸的过程中，已有的经验和基础又逐步地与当代媒体技术与艺术的发展密切呼应。
这就使得我们要进一步提升创新意识，再次审视技术上的着力点和艺术形态的多元化。
　　艺术与技术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艺术借助技术的手段构建了艺术的“轮廓”，技术也因有了艺
术上的感觉获得了特有的“神情”，零星的感觉聚合起来生发出技术与艺术的自觉意识和共同追求，
最终完成的作品才有了独特的“韵味”。
一部声音艺术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史。
　　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有着向具有前沿优势的国家进行借鉴与学习的历史传统，从而形成了
较强的学科跟踪能力。
早在机械录音时代，上海明星公司与法国百代公司合作，研制出自己的腊盘配音设备“百明风”，并
且使用这一设备录制了我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进入到光学录音的时代，由我国电影先驱
司徒慧敏参加研制的“三友式”电影录音机，取得了实验上的成功，并使用它先后为多部影片进行了
录音工作。
其中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由“三友式”录音机录制完成的，并且在当
时还发行了单曲唱片且广为流传。
当年研制“三友式”录音机的诸位前辈，恰恰是借鉴了美国电影的有声技术。
　　我国的声音技术，基本上经历了从原初的模仿到自主原创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机械录音时代，还
是光学录音时代、磁性录音时代、数字录音时代，都是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
同样，我们的声音艺术创作也是在不断地掌握了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呈现了从局部的出新到整体创新
的艺术走向。
正是这些点滴的积累，逐渐地丰富了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全面认识，并且最终带来了观念上的升华和
艺术价值的提升。
　　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伴随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在声音技术与艺术研究的领域中，非常重
视对国内外当前的技术成果与艺术潮流的及时学习与借鉴，并在自身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加强学科
建设的完整性和深入性。
出版这一套专业丛书，不仅体现了我们近年来关注到学科前沿的理论成果，而且表明我们要以这些学
术成果为参照，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向更多的学子铺展宽阔的研究视角和深入学习的可持续途径，
并且指导他们在理论的滋养下开展更加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创新活动。
　　当前我们正处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阶段，尤其是电影产业将在今后的十年迎来难得的“黄金
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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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于那些为现代录音棚乐队作曲、配器和编写音序的音乐家、作曲家和制作人来说，是一本
必备的指南。
通过对传统管弦乐配器和MIDI音序及数字音频方面的介绍，本书将引导读者从概念出发，一步步将灵
感变成音序，进行专业制作的完整创作过程：从总谱到最终完成混音的母带，最终制作出完整的作品
。
　　本书详细剖析了30多个配器实例，内容涵盖录音棚管弦乐队涉及的各个乐器组，包括节奏声部组
、弦乐组、木管组和铜管组。
同时，本书通过40多个练习，指导读者综合使用MIDI音序和真实声学乐器，在录音棚中制作出最终的
管弦乐作品。
　　随书附赠光盘中包含120个音频示例、可直接打印的图片和总谱，以及IK-Multimedia、Arturia
、Bandmateloops等公司的试用版软件。
　　本书作者安德里亚·皮耶若罗是一位音乐技术教授，同时也是MIDI编程员、声音设计师、作曲
家/编曲家，并且还是一名爵士原声贝司和电贝司手，目前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和新英格兰艺术学院任教
。
他最近曾经合作过的团体和个人包括纽约林肯中心、唐·西比斯基、联合国和美国广播公司。
另一位作者理查德·德罗萨是一位作曲家、编曲家和管弦乐配器家，同时也是威廉帕特森大学和茱莉
亚音乐学院的教授。
他的编曲曾由温顿·马沙利和林肯中心、梅尔·路易斯、杰瑞·穆勒根和葛伦·米勒大乐队等演奏录
音。
他已经为多部电视作品创作过原创音乐，包括《导引之光》、《另一个世界》和《世界颠覆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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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面是一些谱例，它们涉及节奏乐器组的功能、编配和声部写作。
所有乐谱都在本书最后的附录A中。
　　谱例2.1是疯克风格的。
乐谱中包含了旋律声部的草稿作为参考。
乐手们可以看出，节奏声部编写得非常详细，吉他和贝司声部已经进行了移调（记谱比实际音高高一
个八度）。
多数情况下，有经验的节奏乐手能够创作出听上去与这个谱例非常接近的声部来，但这里把音符详细
地写出来有助于展示节奏乐器组的复杂性，也揭示了用MIDI制作节奏声部时需要输入的音符。
　　分析：贝司和鼓声部是以一个两小节的乐句为基础的。
两个吉他声部是用一小节的节奏型编写的。
在吉他1中，音符F指明了和声排列中的最高音。
和弦功能标记减少了乐手在读谱时的阅读量。
节奏型是用来控制演奏的，因此该吉他声部没有使用太密集的节奏。
这一理念一直贯穿这个声部的始终。
在吉他2中，通过哑音技巧创造出一种对比。
吉他手“拨”弦演奏音符，但同时手掌根部仍然按在琴弦之上，这就制造了哑音的效果。
同样的单音表明这里更需要敲击感的单持续音，而不需要完整的和弦。
钢琴声部做旋律的补充，在主旋律的空隙做穿插补缝。
　　谱例2-2是现代欧洲爵士（不是爵士摇滚乐）风格的。
贝司和鼓没有遵守任何具体或持续不变的乐思。
相反，这种音乐提倡用更为自由的方式来进行更为发自内心的互动交流。
总体上说，乐曲的感觉是连奏的，但其中带有丰富的具有“舞蹈”感觉的切分音。
编写出来的声部给乐手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能够根据提示发展出更多的内容。
这有助于使声部统一，并能鼓励乐手从编曲者的想法出发进行再创作。
　　分析：在第一个八小节中，钢琴在第五和第六八度演奏着一个旋律性的固定音型，同时踏板一直
踩下，以便让每个音符都一直响下去。
吉他偶尔做一些旋律的补充，回声效果则让这些声音不断地重复。
贝司是整个声音频谱的基础，但这个声部也在非常缓慢地移动。
鼓手只用镲片来实现一种明亮的“水一样”的效果。
鼓乐器本身在这一点上并不适合这种情绪。
在第9～16小节，节奏乐器组开始为主旋律伴奏，并提供了更为基础的声音。
钢琴声部现在开始更缓慢地运动，但却是作品中非常重要的成分：以固定的和声音型来配合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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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为录音棚乐队作曲和音译制作而作的实用指南　　为现代录音棚乐队的音乐制作而进行传统
乐队和MIDI乐队的配器法技巧的学习。
　　进行专业制作的完整创作过程：从总谱到最终完成混音的线带。
　　随书附赠光盘中包含127个音频示例，可直接打印的图片和总谱，免费软件及试用版软件。
　　随书附赠光盘中包括：IK-Multimedia、Arturia、Bandmateloops等公司的免费软件及试用版软件。
　　DVD包含127个音频示例，可直接打印的158张图片和33张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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