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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音乐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世界上读者诸多音乐中自成体系的一种独特的音乐现象
。
她所以会延绵不断地延续几千年，其中必有她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特殊的内涵与规律。
　　笔者从事民族器乐的研究、创作已近50年，近十几年来专门从事《民族器乐组合形式》（已出版
）的研究，从截止目前所搜集的从古至今的1084种的组合形式来看，其中小部器乐作品，但其后的发
展和延续下来的仍是中、小型的乐队与作品，这说明我国固有音乐的发展，走着自己一条独特的路。
本书是沿着这条路重点研究小型的乐器组合与小型音乐作品的写作。
    多年来，我国民族器乐作曲家创作了各种不同技法，各种风格的大量作品，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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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朴林（1934— ），教授、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
河北省唐山人。
1947年（13岁）进入艺苑。
1956年创作第一首民族器乐合奏《花板舞曲》，并携此曲于1958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在校五年专攻
民族作曲。
毕业后即从事民族音乐教学、科研和创作。
编写讲义五部，出版专著四部，发表论文几十篇。
策划、创编民族音乐专题音乐会十场，乐曲逾百首。
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在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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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高等音乐（师范）院校作曲理论系列教材，采用了一百多位作曲家和民间器乐的普例计372
例，重点研究小型乐器组合与小型应用作品组合，试图除旋律写作以外，使读者能由简（二声部）到
繁（总普），逐渐掌握多声部写作的技能。
使读者不仅能自己学会写旋律，自己也能布局和声，选择织体，写低音，最终完成总普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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