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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理念与技法六章：从“太极拍值、两仪拍强、四象拍位、八卦拍型、太极节拍的应用”五个方面
，来研究传统与近代音乐节拍的规律，并形成以强弱（阴阳）为基础的新型节拍体系；从“阴阳节奏
观念、太极音值模式、两仪节奏模式、阴阳节奏技法、阴阳节奏的应用”五个方面，去解释音乐世界
中繁复多变的节奏形态，以揭示内在的规律；从“基本原理、结构模式、组合形式、实际应用”四个
方面，去研究音乐中多样的结构模式，从中找出内在与外在形式的组织规律；从“属性、技法、比较
”三个方面，采用比较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与揭示古今中外音乐中的调式及其之间的规律，以探求调
式领域中广度与深度的发展；从“天地和音结构、阴阳和弦关系、四象和声逻辑”三个层面，去揭示
和声的结构规律；并通过“实际应用价值”来破译和声的奥秘；从“乐声资源、音列结构、音场位移
、音列交叠、音序换列、实际应用”六个方面，去探索和研究中国音乐风格的音高结构在音乐大干世
界中多变的统一关系。
    音乐分析三篇：以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延安稿本”作为切入点，从音乐的“总体布局和
结构属性”的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角度去研究作品的调式风格，并对照其“冼星海重新修订的‘
苏联稿本’、李焕之两次整理的‘上海稿本’、中央乐团创作组两次整理的‘中央稿本’”来进行比
较，从而揭示其调式风格发展与变化的艺术规律；以音乐比较学的方式，从调式结构的“音位与音列
”两个方面，对梅州客家山歌进行比较；以“《悟》、《悠悠》、《黄山意象》、《五行》、《五谷
丰登》”五首作品为例，从“太极节拍、阴阳节奏、两仪结构、三才调式、四象和声、五行音高”多
种要素上加以阐述，以示实际应用的参考。
    音乐作品五首，是笔者运用“五行作曲法”而创作的民族室内乐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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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曲家房晓敏，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
乐学会及作曲家联谊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理事。
 
    自1984年以来，创作、出版、发表了交响曲、交响诗、协奏曲、合唱、影视与戏剧音乐等声乐、器
乐作品100余首(部)。
其作品在各类比赛中获奖60余项，获得国际奖项的有“美国纽约国际中国民族器乐作曲大赛‘长风奖
’、新加坡首届华乐作曲大赛创作大奖”等多项大奖，获得国家级奖项的有“广电部中国电影华表奖(
政府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中国音协‘金钟奖’”等多项大奖；并由卢
森堡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珠影乐团、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澳门中乐团、中国广播民族
乐团、中国青年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上海广播民族乐团、广东歌舞剧院民族乐团等所演奏。
此外，在各种音乐刊物出版与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2部、CD专辑1张；并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系列作品
音乐会2场。
 
    主要代表作有：民族室内乐《五行》、民族管弦乐《火之舞》、装置梆笛与二胡双协奏曲《客风》
、电影音乐《警魂》、歌曲《匆匆来去》、合唱《小溪和大海》、二胡协奏曲《幻想曲》、打击乐协
奏曲《凤凰涅槃》、专著《五行作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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