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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电脑的普及以及软硬件的不断更新换代，使用电脑已经成为众多电脑音乐爱好者了解进而掌握专
业音乐制作技术的一个重要途径。
应该从何入手，哪些基础知识是必须要掌握的，这个起步变得至关重要。
《MIDI手册》就是这样一本面向电脑音乐爱好者以及音乐制作初学者的图书。
此次修订版对全书内容做了整体的进一步完善，修正了上一版图书中的文字及技术疏漏，提高了译文
的准确度，同时对译文较生硬之处也做了润色，使得全书更加流畅易懂。

　　《MIDI手册(修订版)》全面介绍了MIDI制作所涉及的各方面知识。
主要内容包括：MIDI标准详解，各种MIDI硬件设备的介绍和使用技巧，MIDI音序的使用方法和使用
技巧，数字音频制作和混音的应用实例和实用技巧。
同时还介绍了音色编辑器/管理器、乐谱编辑、MIDI与大众媒体和多媒体的关系、媒体之间的同步问
题等。

　　《MIDI手册(修订版)》中包含大量的照片及屏幕截图，内容丰富、清晰易懂、深入浅出，适合各
种程度的MIDI爱好者阅读，尤其适合作为MIDI爱好者自学的参考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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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IDI手册(修订版)》的作者David Miles Huber在数字音频领域是一位颇受尊敬的作家、顾
问、特约讲师。
曾为多家技术刊物以及出版社撰稿。
著作包括《MIDI手册》、《传声器技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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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中包含大量的照片及屏幕截图，内容丰富、清晰易懂、深入浅出，适合各种程度的MIDI爱好者阅
读，尤其适合作为MIDI爱好者自学的参考图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MIDI手册>>

编辑推荐

《MIDI手册(修订版)》全面介绍了MIDI制作所涉及的各方面知识。
内容涵盖MIDI标准详解、各种MIDI硬件设备的介绍和使用技巧、MIDI音序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技巧、
数字音频制作和混音的应用实例和实用技巧。
同时还介绍了音色编辑器/管理器、乐谱编辑、MIDI与大众媒体和多媒体的关系、媒体之间的同步问
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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