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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是一种空间的艺术，音乐则是时间的艺术，相比之下，音乐更加抽象。
本书将这两种不同艺术形式放在一起，目的就是像冯继忠老先生所说的：“音影转换，意动空间”，
献给全国各高校的学生们，让这些微波粒子在空间的相互作用，使学生对艺术产生更深的理解，在学
习和设计中更具创造力。
　　《高等学校广义建筑学系列教材：建筑与音乐》首先通过环境心理学讲述了建筑与音乐在人们心
里的通感；然后在时间上讨论了建筑与音乐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再从空间的角度展开建筑与音乐依不
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区别；在不同艺术中，又存在着雄伟和阴柔两大美感，可以看到建筑与音乐的艺
术延拓；最后，建筑与音乐要在数学和算术中进行展示，成为艺术与数学的结合。
　　《高等学校广义建筑学系列教材：建筑与音乐》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艺术类和建筑类、城市规划类
、广告设计类等专业本科生的公选课教材，可以供高等学校教师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以作
为广大青少年的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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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建筑与音乐》由尚涛、丁倩、马立、王莉莉编著。
建筑与音乐又不断地向外拓展，随着时代的变化，建筑与音乐的联系已经不只是内在相通的精神，有
越来越多的形式以及外在媒介将建筑与音乐联系或是融入到更综合的艺术中。
歌剧的舞台设计师就是建筑设计师，他们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因为建筑功能不同，舞台建筑就像一个
演员，烘托音乐，反映剧情，是音乐的集中体现；历史建筑像一名演员，她会说话，是文化的传播者
，并和音乐形影不离。
现在出现了数字音乐、数字建筑，它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相互转化。
其实，歌舞厅、音乐厅、戏楼的设计甚至机械设计一定离不开音乐，那么，人们的服装、人们的语言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一定离不开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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