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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现代中国老一辈著名作曲家的创作进行综合性、总结性研究十分迫切需要。
蔡乔中选择朱践耳这位在中国当代交响乐创作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及其创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本论文是作者在继续他硕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开拓了全面对作曲家创作研究通路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作为“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博士论文，作者对朱践耳最具代表性的六部交响曲的作曲技法(
序列技法、曲式结构、语调化旋律、数控节奏、和声技法、潜调性技法、复调技法、音色技法、偶然
音乐技法、微分音技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论文在展示朱践耳把西方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
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思维相结合所形成的个性化技术语言和风格特征的同时。
还深刻地阐述了作曲家对民族化探索所取得的各种经验及创造性地发展了国外对一些作曲技术的古老
保守的态度与使用的局限性。
 论文除了对创作技术进行详尽的分析外，还用相当的篇幅结合作品的艺术创新、作品题材的哲学内涵
、美学思想以及作曲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作观念与技术风格的嬗变轨迹进行了哲学的概括和表述，将
作曲家及其创作成就放置在中西方20世纪音乐文化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观察与思考，具有博士论
文应有深层哲理性的研究性质。
 在与作曲家进行广泛的交流沟通并获取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论文作者进行了大量独立的极为详细的
分析研究，得出很多个人特有的分析研究结论，并对作曲家的艺术成就和不足进行了独立的学术评价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探路者的求索>>

作者简介

蔡乔中，1971年生，1999、2002年先后毕业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获文学博士、博士学位。
现任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广东省高校“千百个工程”省级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先后师从雷雨声、王安国、杨儒怀教授学习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现主要从事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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