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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全面阐述指挥艺术的理论专著，凝聚了作者50余年指挥经历中的丰富经验、体会和感悟，
是针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年轻专业指挥或非职业乐团的乐队指挥而编写的一部专业性与普及性兼备的指
挥理论著作。
　　本书除了介绍指挥艺术基础知识以外，更可贵的是作者本人将其漫长指挥生涯中的感悟进行了理
论化的总结并有一些独创性的新理念。
书中还针对乐队在排练中所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提出了适当的处理方案。
这些对于一名乐队指挥的学习、成长和提升专业素养，甚至一个乐队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很实际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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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朴东生，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中国音协民委会顾问。
曾任中央歌舞团常任指挥、文化部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社长。
1987年被评为一级指挥；被国家主管部门认定为在文艺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有国务院颁发的政
府特殊津贴。
 
    六十年的民族音乐生涯，曾创作、改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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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主要乐种概述　　合奏。
泛指器乐演奏艺术的各类群体组合。
当参与演奏者较多时，为了统一、规范则需要指挥。
需要指挥的合奏形式有：规模较大的室内乐、交响乐、民族管弦乐、管乐队、较大型的戏曲乐队以及
特殊的各种器乐组合等等。
合奏艺术要有统一的规格。
顾名思义，&ldquo;合奏&rdquo;&mdash;&mdash;众人聚合在一起演奏。
它不同于独奏，不可以自由发挥，不能允许随意性很强的演奏，要有相应的规范。
因此，合奏需要指挥加盟，指挥者与演奏者共同合作，相互关照，形成一种默契或共识，以尽可能统
一的理念完美地解读作品。
从这种合作关系上看，合奏离不开指挥，指挥也离不开乐队。
　　合奏形式多样化是合奏艺术的一个特点，如管乐、民乐、交响乐等。
即使同一乐种也有大、中、小型之别或不同编制、不同组合之分。
其中也有无需指挥加盟的合奏形式，如中、小型室内乐、管乐、民乐以及各种民间乐队的小组合等。
下面仅就需要指挥的三大乐种予以概述。
　　第一节管乐团队的形成、沿革及其发展　　管乐。
亦称军乐、铜管乐、吹奏乐。
由于这一乐种诞生在军中，称为军乐。
初期的军乐均由铜管乐器构成，亦称铜管乐。
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铜管乐队编制上增添了木管乐器，此时再称铜管乐已不准确，因此又出现了吹奏
乐的称谓，但在乐器比例上铜管仍占主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乐种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普及，在我国已统称&ldquo;管乐&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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