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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中国钢琴音乐作品、中国
钢琴家在世界乐坛上屡放光彩使得世界钢琴界刮目相看。
创作、演奏、发展中国化的钢琴音乐已然成为中国钢琴音乐工作者们最迫切的工作。

　　《中国钢琴音乐艺术》以中国钢琴音乐为载体，以具体横向的史学、美学、音乐学、作曲、演奏
等音乐理论为基点，纵向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艺术、民族民间文化在中国钢琴音乐中的贯通，总结
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钢琴文化的发展进程。
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界在钢琴文化研究上的学术空白，为国内外钢琴音乐家、教育家、理论家及广
大音乐爱好者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并将为国际钢琴事业的交流作出贡献，对于中国钢琴音乐文化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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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洪冰
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曾任键盘系主任。
1990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键盘系，2003年香港公开大学教育学硕士毕业。
长期从事钢琴、电钢琴、手风琴、双排键等键盘技法及理论的教学以及艺术指导工作。
多篇论文发表于全国核心、权威期刊，并主持和参与了两个省部级课题研究。
所指导学生在国内各类钢琴比赛中多次获奖，教学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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