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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缪天瑞1926年上海艺术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从事音乐教育及学术研究工作。
他从最早的文论《曲的姿和曲的心》至2003年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2003年《天
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学术研究性文章；2004年在《人民音乐》第8期发表有《悼念蔡继
琨先生》，2004年《天籁》第4期发表有《集多种艺术于一身的音乐理论家丰子恺老师》等追忆早期与
逝者在一起音乐活动的纪念文章，至今仍然笔耕不辍。
2005年仍翻译出版了德国音乐学家里曼的《音乐美学要义》以及修订一些需要再版的出版物，并担任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百科全书》的名誉顾问以及《中国音乐学》、《天籁》等学术期刊的顾问。
本书为“首都师范大学学术文库”之一，对缪天瑞先生卓越的音乐学术贡献作了一个初步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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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国华，男，1963年出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0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
199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随李维勃先生攻读声乐硕士，2001年分别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硕士独唱音乐会”。
2002年跟随汪毓和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2005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天籁》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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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缪天瑞其人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学习和工作
 一、从上海至重庆
 二、国立福建音专、台湾省交响乐团
 第二节 在天津的工作
 一、中央音乐学院(天津)
 二、天津音乐学院
 第三节 在北京的工作
 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二、离休后的岁月
第二章 音乐编辑工作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教育》
 一、《音乐教育》与缪天瑞
 二、《音乐教育》的栏目和内容
 三、《音乐教育》所设专号的意义
 四、有关《音乐教育》的撰稿人
 五、缪天瑞在《音乐教育》中发表的文论
 第二节 中国音乐辞书的编订及缪天瑞的
 《音乐百科词典》
 一、百年来中国音乐辞书的建设
 二、缪天瑞的《音乐百科词典》
第三章 著述、译著及文论
 第一节 著述、译著及文论研究
 一、著述、译著要目及重点文本分析
 二、文论要目及重点文本分析
 第二节 该丘斯的音乐理论丛书
 一、该丘斯的音乐理论
 二、缪天瑞翻译的该丘斯音乐理论丛书
第四章 《律学》
 第一节 《律学》的成书轨迹
 一、缘起阶段
 二、系统研究阶段
 三、成书阶段
 第二节 从《律学》中探询律学研究的轨迹
 一、有关“序言”
 二、有关“章 节 目录”
 三、有关“内容”
 第三节 《律学》与音乐实践活动的关系
 一、音乐教育与律学研究
 二、音乐编辑与律学研究
 三、音乐文论与律学研究
 第四节 《律学》的历史贡献
 一、共时层面
 二、历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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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缪天瑞音乐学术研究对20世纪新音乐
 发展的历史贡献
 二、缪天瑞音乐学术研究的显著特征
附录一：缪天瑞年表
附录二：缪天瑞的著述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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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单元是书籍的理论基础部分。
其内容在不涉及升降音的范围内讲述音的高度、长度、拍子和节奏等。
作者为了兼顾知识层次与课后练习相统一，对所引用的某些实例和习题作了移调，避免了在这一单元
中出现升降音的问题。
　　第二单元是书籍的理论知识提高部分。
其内容涉及升降音、各调音阶、民族调式、变化音、转调和移调等。
作者考虑到装饰音在音乐实践中属于较难掌握的内容，所以将其放在该单元讲授。
　　第三单元是专业知识的基础部分。
涉及曲式、和声和音响学三个独立课题的内容。
这一单元为读者学完全书之后，进一步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以上三个单元的划分来看，缪天瑞的《基本乐理》不只是从广义的角度来泛谈“循序渐进”的
教学原则，而是落实到教材的具体内容上，以学习者的接受能力作为前提基础。
　　在《基本乐理》的“导论”中，对于音乐基础理论所涵盖的内容作了介绍。
一是音的“要素”是构成音乐的基础，各种要素是表现音乐作品的手段。
二是简谱与五线谱的各自特长及学习五线谱的必要性。
　　在我国当时的国情下，简谱由于印刷、书写的便捷，非常有利于音乐的普及。
但是简谱在记录较为复杂的音乐作品时就显得较为困难。
因此，五线谱对于专业音乐学习就显得尤为必要，作者为了说明学习五线谱的重要性，总结出其优势
所在：能够明示曲调中的进行方向；能标示各音距离的远近；可以记录复杂的音乐作品；其通用性有
利于国际音乐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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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缪天瑞音乐贡献评述》是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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