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理论基础

九. 大小各调与调式明确法

1. 大小各调

[关系大小调原理] 在自然形式中, 音的组织相同因而调号也相同的大小调被称为关系大小调,
也称为平行调.

如: C 大调的关系小调 (a 小调) 好象是以大调的第 VI 级 (主音下方小三度) 作为主音构
成的, 反之 a 小调的关系大调 (C 大调) 好象是以小调的第 III 级 (主音上方小三度) 作为主音构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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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各调] 大调可以在任何音级上构成, 除了没有升降号的 C 大调外, 还有包含升降音的各 7
个大调.

下谱各小节依次示: C 大调, G 大调, #F 大调, bB 大调. 包含调号, 稳定音级和音列.

和声小调和旋律小调同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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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调各调] 同大调各调的原理可构成小调各调.

下谱各小节依次示: a 小调, e 小调, #f 小调, d 小调. 包含调号, 稳定音级和音列.

和声小调和旋律小调同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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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小调的比较

[同主音大小调] 同一音级为主音的大小调叫做同主音大小调, 也称为同名调.

例如: C 大调和 c 小调.

[自然形式的同主音大小调] 同主音大小调的自然形式有三个音级不同, 第 III 级, 第 VI 级和第
VII级.在小调中,这三个音级比大调低一变化半音,因此同主音大小调的调号总是相差三个升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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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形式的同主音大小调] 和声形式的同主音大小调, 只有一个音级不同, 即第 III 级. 它们的
共同特征是第 VI 级与第 VII 级间的增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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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形式的同主音大小调]旋律形式的同主音大小调,除第 III级有差别外,大调式的旋律形式
和小调式的自然形式相似, 而小调式的旋律形式则和大调式的自然形式相似.

[大小调的特征] 大小调中唯一可靠的特征是主音上的三度, 与主音成大三度则为大调, 成小三
度则为小调.

第 VI 级和第 VII 级虽然对大小调性也有影响, 但他们变化是多端的, 其他音级在各种形
式的大小调式中则都是一样的, 因此对调性没有影响.

[各类大调的表现特性]

1. 自然大调: 自然大调是三种大调中的基本形式, 色彩明朗, 应用最为广泛.

2. 和声大调: 和声大调产生较晚, 应用不像自然大调那么普遍, 由于降 VI 级的关系, 这一
调式的色彩比较暗淡, 柔和, 有点像小调的感觉.

3. 旋律大调: 旋律大调产生最晚, 在应用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因此一般较少应用.

[各类小调的表现特性] 三种形式的小调的应用都比较普遍, 从总的来说, 小调的色彩一般都比
较暗淡.

和声小调: 和声小调由于升高第 VII 级而造成导音向主音的倾向异常尖锐, 因而有近似大
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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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种自然大小调

[混合利底亚调式] 由降低自然大调第 VII 级而造成的主音上的小七度 (混合利底亚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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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底亚调式] 由升高自然大调第 IV 级而造成主音上的增四度 (利底亚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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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亚调式] 由升高自然小调第 VI 级 (多利亚六度) 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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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吉几调式] 由升高自然小调第 II 级 (弗里几亚二度) 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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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自然大小调的特性]

混合利底亚调式和利底亚调式: 由于主音上的三和弦是大三和弦, 因此具有大调的特性.

弗里几亚调式和多利亚调式: 由于主音上的三和弦是小三和弦, 因此具有小调的特性.

4. 作品中调的明确法

[主观明确法] 明确作品的调, 首先是依靠听觉, 它往往能够清楚地感觉出乐曲的基本调式和旋
律进行的特点 (以五声调式为基础的各种调式或大小调).

[客观明确法]

1. 利用旋律中音的组织及表示音组织的调号, 如雅乐音阶, 燕乐音阶, 和声调式, 旋律调式
中的临时记号;

2. 音乐的结束音, 一般情况下, 乐曲的结束音总是主音;

3. 音乐的结束和弦, 乐曲的结束总是主和弦, 而主和弦的低音总是主音.

[相同音阶调式的明确] 首先应从旋律风格上去区分大小调体系与五声音阶为基础的调式体系.

对于五声音阶为基础的调式体系, 应先找出五声音阶的基础, 再根据基础来确定调式.

在同时具有大小调和五声音阶调式特征的情况下, 应根据其主要方面确定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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