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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鲍尔斯声乐套曲《蓝色山地民谣》艺术特征与演唱诠释

少数民族音乐史学研究路径之思
——以蒙古族音乐史研究为例

古典剧论中的“言情”与“教化”的美学思想
——以《西厢》、《拜月》、《琵琶》为例

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中的晚期风格
——以k.526第二乐章为例——以k.526第二乐章为例

美学视角下的民族化钢琴音乐“意象”、“意境”研究

戏曲“五法”呈现和表演观赏性
——以参演黄梅戏《范进中举》为例

不同情感交集诠释的英雄人物形象
——咏叹调《万里春色满家园》音乐情感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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