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理论基础

十六. 转调及交替调式

1. 转调

[转调] 在音乐作品中, 由一个调进行到另一个调被称为转调.

[转调的意义]

1. 当音乐离开主调 (稳定的调)进入新调时, 稳定性被破坏却依然要求继续进行, 这样就形
成了主调与新调间稳定与不稳定的对比;

2. 转调可以改变乐曲的色彩.

[转调的结构关系] 转调在结构上分为对置式和过渡式.

1. 对置式: 不加任何过渡的改变调性;

2. 过渡式.

[转调的时间关系] 转调在时间上分为转调和临时转调.

1. 转调: 代替主调的新调被巩固, 并用它来结束音乐;

2. 临时转调: 短暂且过渡性质的, 不发生在段落的结束处, 只发生在段落的中间.

[转调的远近关系]转调在远近关系上分为同音列转调,同主音转调和不同主音不同音列的转调.

1. 同音列转调: 只转移主音, 不改变音列. 如: 同宫系统转调和关系大小调转调;

2. 同主音转调: 只改变音列, 不改变主音. 如: 同主音大小调;

3. 不同主音不同音列的转调.

注意: 同主音转调和不同主音不同音列的转调都可以是不同宫系统转调.

[不同手法的转调] 根据转调手法, 有模进转调, 过渡转调和突然转调等.

2. 调的关系

[调的远近关系判定] 两调之间的共同音和共同和弦的多少.

推论: 相差一个调号的宫系统和大小调的关系是较近的.

[近关系调] 调号相同或相差一个升降号的各调.

C 宫调式的近关系调:

1. 同宫系统各调: D 商调式, E 角调式, G 徵调式, A 羽调式;

2. 上方无度宫系统各调: G 宫调式, A 商调式, B 角调式, D 徵调式, E 羽调式;

3. 下方五度宫系统各调: F 宫调式, G 商调式, A 角调式, C 徵调式, D 羽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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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调的近关系调:

1. 本调的关系调: a 小调;

2. 上方五度的大调: G 大调, 及其关系小调: e 小调;

3. 下方五度的大调: F 大调, 及其关系小调: d 小调.

a 小调的近关系调:

1. 本调的关系大调: C 大调;

2. 上方五度的小调: e 小调, 及其关系大调: G 大调;

3. 下方五度的小调: d 小调, 及其关系大调: F 大调.

注意: 部分教材中, 大调的近关系调还包括下方五度的小调, 小调的近关系调还包括上方
五度的大调.

[远关系调] 除近关系调外的调被认为关系较远.

3. 交替调式

[交替调式] 在调关系的扩大和发展中, 为了丰富调式的表现力, 将一些关系较近的调结合在一
起, 成为一个新的调式体系. 这种新的调式体系被称为交替调式.

[同音列交替] 构成交替的两个调的音列是相同的, 不同的只有调式的主音. 且调式不必相同.

五声调式体系最常见的同音列交替是具有强烈支持力的四度和五度关系, 如徵宫交替, 徵
商交替, 商羽交替等;

大小调体系中最常见的同音列交替是关系大小调交替, 也被称为平行交替.

[同主音交替] 有两个同主音的调交替构成, 不同的只是调式的音列.

在大小调体系中同主音交替即同主音大小调.

[不同主音不同音列交替] 构成交替的两种调式的主音和音列都不同, 但调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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