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理论基础

十七. 调式变音及半音阶

1. 调式变音

[调式变音] 将七声自然调式中的基本音级加以半音变化 (升高或降低) 所获得的音, 被称为调
式变音.

调式变音由基本音级变化而来, 故仍然按照调式基本音级记谱, 但带上临时变音记号.

调式变音可以在任何音级上产生, 但一般以小二度关系倾向稳定音级较为典型.

自然调式中, 某些音级的固定半音变化会产生独立的调式. 如: 和声大小调和旋律大小调.

五声调式不具有半音进行的旋律特点, 所以带有变音的五声调式比较少见.

[辅助音] 两个同音高的音中间所插入的上方二度或下方二度的音. 辅助音有在自然音阶之内的
自然辅助音和不在自然音阶内的变化辅助音.

五声音阶中, 辅助音可能与主要音构成小三度, 如: 徵角徵, 宫羽宫等.

[经过音] 在两个音高不同的音中间插入的音, 在进行中一般不超过全音. 经过音包括在自然音
阶之内的自然经过音和不在自然音阶内的变化经过音.

在五声音阶中, 可能包括小三度进行. 因为小三度在五声音阶中算级进音程.

[调式变音的进行] 调式变音一般以半音形式进行. 过程中有: 导音的形成 (变化半音), 导音的
解决 (自然半音), 导音的消失 (变化半音) 等情况.

导音的消失: 形成反向的新的导音;

下谱一小节示: 上行过程中导音形成-导音解决-导音形成-导音解决; 下谱二小节示:
下行过程中音符进行-导音消失-导音解决-音符进行-音符进行-导音形成-导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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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式变音和转调的区别] 调式变音中的变音记号不引起调的转移, 而转调中的变音记号则标志
着新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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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半音阶

[半音阶] 由半音组成的音阶.

半音阶不是一种独立的音阶, 而是在七音级自然调式的大二度之间填入半音而成的.

[半音阶的书写方法] 以调性关系关系为依据, 当调式变音和半音音阶具有旋律的性质并且能清
晰听出相邻两个音的相互关系的结合时, 记谱上则应表明导音的形成, 解决, 消失.

1. 在大调内: 音阶中所有的调式基本音级不加更动;

上行时大二度间用升 I 级, 升 II 级, 升 IV 级, 升 V 级, 降 VII 级来填补;

下行时大二度间用降 VII 级, 降 VI 级, 降 III 级, 降 II 级, 升 IV 级来填补.

2. 在小调内:

上行时按照平行大调 (关系大调) 记谱;

下行时按照同名大调记谱.

3. 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半音阶非常罕见.

[半音阶的另一种书写方法] 当调式变音和半音阶包括在滑奏的半音进行和技术性的经过中时,
两个相邻音的相互关系的结合不可能被听出来, 此时只有进行的方向具有主要意义. 采用此书写方
法.

上行时大二度之间用升高下面的音来填补;

下行时大二度之间用降低上面的音来填补.

[变音在音乐表现中的作用]

变音的表现力是自然音体系中所不具有的;

在带有歌词的歌曲中, 变音使音乐音调和语言音调紧密结合, 自然而协调地表达了歌中的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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