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和声学

序. 和弦基础

[关于例外] 音乐作品中不可避免会因为具体的艺术效果产生与理论之间的意外. 这里讨论的原则均在大部分时候
应该遵守, 但由于艺术构思的需要, 可以使用意外.

0. 绪论

[单声部与多声部音乐]

1. 单声部音乐: 在同一时间内只奏 (唱) 出一个有固定音高的音的音乐, 如不带伴奏的独
唱, 独奏, 齐唱, 齐奏等;

2. 多声部音乐: 在同一时间内奏 (唱) 出若干不同音高的音的音乐, 如重唱, 重奏, 合唱, 合
奏, 带伴奏的独唱, 独奏, 以及一些多声乐器的独奏.

[织体] 指音乐中声部的组织形态. 在多声部音乐中, 声部犹如编织物的线条, 他们纵横交错, 编
织成各种 “花纹”.

[主调与复调音乐]

1. 主调音乐: 主要乐思由一个声部 (通常是高声部) 来陈述, 其余声部都是陪衬和伴奏的
多声部音乐;

2. 复调音乐: 若干同时出现的旋律结合而成的多声部音乐. 其中每条旋律都清晰可闻且各
具独立的表情意义.

[复调音乐的类型] 由于织体的写法不同, 复调音乐有三种不同的类型.

1. 支声式 (衬腔式): 由单声部音乐发展而来. 是为了适应特别的需要而把一条旋律临时分
成若干独立的变体的写法;

2. 对比式: 利用旋律线的曲直, 节奏的繁简, 句法的参差, 音区的高低, 音色的差异等对比
因素, 从不同侧面塑造音乐形象的写法;

3. 模仿式: 同一主题材料在不同声部相继出现的写法. 可以造成前呼后应, 此起彼伏的效
果.

[传统和声风格的特征]

1. 以自然大调与和声小调为调式基础;

2. 以三度叠置的和弦为和声材料;

3. 以主和弦-下属和弦-属和弦-主和弦的序进为和声进行的逻辑.

[调式音级] I(主音 T), II(上主音 or 下行导音), III(中音), IV(下属音 S), V(属音 D), VI(下中
音), VII(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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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和弦

[和音] 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的音的同时结合.

[和弦] 高低不同的几个音 (至少三个), 按照一定的关系结合.

[三和弦] 三个高低不同的音, 按照三度 (或作八度移动后可成三度) 音程关系叠置起来.

[和弦音] 构成和弦的诸音. 在和弦的基本形态 (三度叠置) 中, 将其自下而上称为: 根音, 三度
音, 五度音.

和弦音的名称是固定的, 它不因和弦排列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三和弦的性质与表现特性]

1. 大三和弦: 根音与三音构成大三度, 该和弦的色彩较为明亮;

2. 小三和弦: 根音与三音构成小三度, 使其色彩较为暗淡;

3. 减三和弦: 根音与三音构成小三度, 三音与五音也是小三度, 和弦内含有不协和的减五
度音程, 有向内收缩的要求, 是不协和三和弦;

4. 增三和弦: 根音与三音构成大三度, 三音与五音也是大三度, 和弦内含有不协和的增五
度音程, 有向外扩张的倾向, 也是不协和三和弦.

[调式中的各级三和弦] 调式中的每个音级上都可以建立一个三和弦, 其级数用罗马数字标记.
在 C 大调中示例:

G

I
¯
¯
¯

2

II
¯
¯
¯

3

III
¯
¯
¯

4

IV

¯
¯
¯

5

V

¯
¯
¯

6

V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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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三和弦: I, IV, V. 是调式的和声面貌, 构成了调式的和声骨架. 是最常用的, 最重要的三
和弦.

1. 主和弦: 建立在 I(主音) 上的三和弦;

2. 下属和弦: 建立在 IV(下属音) 上的三和弦;

3. 属和弦: 建立在 V(属音) 上的三和弦.

副三和弦: II, III, VI, VII.

[大小调式中的正三和弦]

大调: I, IV, V 都是大三和弦;

小调: I, IV, V 都是小三和弦.

[大小调式中的副三和弦]

大调: II, III ,VI 是小三和弦; VII 是减三和弦;

小调: III, VI, VII 是大三和弦; II 是减三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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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小调中的三和弦] I, IV 是小三和弦; V, VI 是大三和弦; II, VII 是减三和弦; III 是增三和
弦.

[原位三和弦] 将根音放在低音部的三和弦.

[转位三和弦]

1. 六和弦: 将三音放在低音部, 构成第一转位. 可在级数右下角加数字 6 来标记, 如: V6;

2. 四六和弦: 将五音放在低音部, 构成第二转位. 可在级数右侧加 6
4 来标记, 如: V 6

4 .

[三和弦的命名]

1. 原位三和弦: 低音部与上方各和弦音构成三度 (与三音) 与五度 (与五音) 音程, 称三五
和弦, 简称三和弦;

2. 三和弦的第一转位: 低音部与上方各和弦音构成三度 (与五音) 和六度 (与根音), 称三六
和弦, 简称六和弦;

3. 三和弦的第二转位: 低音部与上方各和弦音构成四度 (与根音) 与六度 (与三音), 称四六
和弦.

2. 和弦外音

[和弦外音]

1. 主调音乐中, 旋律中出现的不属于同时出现的该和弦的音;

2. 多声部音乐中, 任何声部都可能出现和弦外音. 当两个或多个声部同时使用时, 构成二
重或多重和弦外音.

[规范的和弦外音] 弱位外音和强位外音.

1. 弱位外音: 时值较短, 处于弱拍或拍中的弱部位;

a. 经过音: 在两个不同的和弦中间插入一个或几个和弦外音, 把旋律连成级进的直线,
用 p 来标记;

G

I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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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p
ˇ

ĽĽ

ˇ
2 ˘`

b. 辅助音: 在两个相同的和弦音之间插入一个和弦外音, 把旋律连成级进的曲线, 用 a
来标记;

同一和弦的上辅助音和下辅助音连用时, 可以把中间的一个和弦音略去, 构成复
辅助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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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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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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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换音: 辅助音的前后, 有时只有一边是级进, 另一边是跳进, 从而构成一头级进一头
跳进 (或反之) 的弱位外音, 称作跳进的辅助音, 或换音, 用 c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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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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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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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先现音: 后一和弦的和弦音提前在前一和弦中出现所构成的和弦外音, 用 an 标记;

2. 强位外音: 时值较长, 处于强位或拍中的强部位;

a. 留音: 前一和弦的和弦音延留到后一和弦所构成的和弦外音, 用 s 标记;

留音一般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预备, 延留, 解决.

留音总是级进解决到后一和弦的和弦音.

G

V

预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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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留s
˘

ˇ

解决

ˇ

b. 倚音: 跳进引入, 级进解决的强位外音, 相当于没有预备的留音, 用 ap 标记. 有时倚
音也可以级进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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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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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ˇ

[五声音阶式外音] 在五声旋律中, 小三度可以作级进看待, 这产生了五声音阶式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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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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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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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音的自由运用] 外音的前后不是和弦音而是外音, 或者前后的和弦音都是跳进, 就是不规范
的外音, 或称为和弦外音的自由运用.

规范的和弦外音:强位外音和弱位外音都是规范的和弦外音,比较常见.它们总是用在两个
和弦音的中间, 并与前后的和弦音构成级进.

[和声分析的目的] 对主调音乐和声现象的分析目的.

1. 深入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 以及为此而采用的和声手法, 以作为我们运用和声的借鉴;

2. 为演唱和演奏具体的音乐作品, 探求艺术处理的依据.

[和声分析的内容与步骤]

1. 认清调性: 参照调号, 以及在作品中起骨架作用的正三和弦;

2. 标识和弦:

a. 从低音到高音顺次读出所有的和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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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略去相同的和弦音, 把余下不同的和弦音变为三度叠置, 以确定和弦的根音. 用根
音和调式的主音相比较, 得出和弦级数, 并用罗马数字加以标记;

c. 根据低音是和弦的根音, 三音还是五音, 确定和弦是原位还是转位. 若是转位, 则在
级数右下角标以相应的阿拉伯数字;

3. 标识和弦外音: 确定和弦后, 不属于该和弦的音均为和弦外音. 确定和弦外音的名称, 并
用拉丁字母标记;

4. 研究和声的特点: 研究和声的语汇, 和声的节奏, 终止形的安排, 织体的写法, 和声与曲
式结构的关系, 和声与整个音乐性质的关系等.

3. 四部和声

[四部和声] 由四个相对独立的声部有机地结合而成的和声. 四部和声效果丰满, 均衡, 有较强的
表现力, 是主调音乐作品最基本, 最常见的和声陈述方式.

四部和声有合唱体和键盘体两种方式写作.

[和声学的声部划分]

外声部: 高音部和低音部统称为外声部;

内声部: 中音部和次中音部统称为内声部;

上方三声部: 高音部, 中音部和次中音部的统称.

ă

I

G

B
T

A
S

¯

¯

¯

¯

[合唱体] 把四部和声写成合唱谱的样式. 其四个声部从高到低依次是:

Soprano(S): 高音部, 或女高音部;

Alto(A): 中音部, 或女低音部;

Tenore(T): 次中音部, 或男高音部;

Basso(B): 低音部, 或男低音部.

[合唱体的声部职能] 分部写作是合唱, 四重奏, 管弦乐作品写作的基础.

高音部: 通常担任旋律的陈述;

低音部: 担任和声的低音, 有时还被当作第二旋律声部;

内声部: 担任和声的填充, 使声音相互衔接, 音响丰满,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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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队中的声部音域] 写作合唱时, 一般不超过这个音域.

G

女高音

¯

¯ 2

女低音
¯

¯

I

男高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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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男低音̄

¯

上述音域只是一般情况,并非绝对.写作时应根据写作对象的实际演唱能力灵活掌握.每个
声部都有自己的优美音区, 写作时多运用这一音区, 有目的和节制地使用两端的音区.

[联合谱表] 合唱体用联合谱表记谱.

女声记在高音谱表上, 男声记在低音谱表上;

女高音和男高音符干一律向上, 男低音和女低音符干一律向下;

合用一行谱表的两声部, 如果音高和节奏相同且不是全音符, 可以合用一个符头.

[和弦音的重复] 三和弦只有三个和弦音, 写成四部和声必须重复其中之一.

重复音: 一般是重复调式的正音 (主音, 属音, 下属音) 与和弦的根音;

重复调式的正音有利于增强调性感和功能性; 重复和弦的根音符合泛音列的规律, 音
响丰富, 功能性强.

[和弦音的省略] 三和弦一般不省略任何音.

省略根音: 会使和弦级数和功能不清晰;

省略三音: 使和声效果空洞, 和弦性质不明;

省略五音: 由于声部进行的需要, 可以省略五音. 因为根音的泛音列中包含了五音, 省略五
音不影响和声的丰满与和弦性质的判别.

[和弦的旋律位置] 把一个和弦音放在高音部, 就叫做该和弦音的旋律位置.

[和弦的排列法] 和弦音在四部和声中的分布方式. 其基本规则是下疏上密.

低音部与次中音部之间的距离大小不拘, 从同度, 二度到一两个八度均可;

密集排列法:上方三声部中,各相邻两声部之间的距离为四度或四度以下的排列法.此时相
邻两声部之间不能再嵌入该和弦的其他和弦音. 密集排列法的效果更为缜密, 有力, 丰满;

开放排列法:上方三声部中,各相邻两声部之间的距离为五度或五度以上的排列法.此时相
邻两声部之间可能嵌入该和弦的其他和弦音. 开放排列法的效果更为宽广, 松弛, 均衡.

注意:上方三声部中,各相邻两声部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八度;四声部中任何较高的声部都
不可写得比较低声部低. 反之低声部不得比高声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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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体] 把四部和声写成钢琴谱的样式. 键盘体是钢琴曲和钢琴伴奏写作的基础.

键盘体在和弦音的重复,和弦音的省略,和声进行的逻辑,和弦连接的方法等与合唱体完全
相同.

[键盘体的特点]

1. 音域宽广: 钢琴可以在 A2 − c5 七个八度音域内, 毫无困难地奏出任何音程;

2. 声部观念不强: 声部数目随音乐的力度, 浓淡的需要而变化, 声部进行也不像合唱体那
样严格;

3. 以密集排列法为主, 有时使用开放排列法: 上方三声部由右手演奏, 写在高音谱表上; 低
音部由左手演奏, 写在低音谱表上. 使用开放排列法时, 双手分别弹奏两个声部;

4. 常用音型化的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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