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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全国和声复调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的基础上辑选而成。 为便于读者对 2010年 4月的

研讨会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特以《人民音乐》杂志 2011年第二期发表的关于该研讨会述评《厚学重教、

正本清源》一文代序。

———编者

厚学重教 正本清源
———全国和声复调教学研讨会述评

诺 亚

和声与复调（国际上惯称“Counterpoint”即“对位”），是作曲技术理论关系密切的两个基础学科。对

于高等音乐教育而言，这两门课不仅是培养作曲家的必修课程，而且也是所有音乐学子不可或缺的基

础知识。 过去，音乐界曾多次召开和声或复调的学术研讨会，但是，两个学科一起以教学为主题的专业

会议还不曾有过。为加强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

音乐学院联合发起并主办了 2010年的“全国和声复调教学研讨会”。 4月 9日至 11日，来自全国四十

余所音乐院校的 130多位专家、一线教师云集北京京民大厦会场。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会议特聘顾问

专家桑桐，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中国音乐家协

会主席、西安音乐学院院长赵季平等院校领导为大会题词寄语。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主持了 9

日上午的开幕式，樊祖荫等 11位大会主席团成员及顾问专家罗忠镕、于润洋、王震亚、段平泰、姚思源、

郑英烈、黄虎威、高为杰莅临，戴嘉枋代表两个主办单位致词。在随后三天的会议中，大会紧凑地安排了

两位外国专家的学术讲座、13位国内专家的主题报告、会议论文宣讲以及研讨式的专家论坛，议题广

泛涉及学科的历史、理论、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材、教学方法等诸多问题。

一、理论探索续新篇
这次会议集中展示了学科近年的理论成果，首先是基础理论的研究。 林华《复调感的获得》是对位

技法的审美叙事，通过复调感及其成因的多侧面剖析，进而推衍出以复调感培养为主线的对位教学方

略，开引鉴百科学识探索作曲技术真谛的广阔空间。 高为杰《和声的音乐意义》追问和声的审美价值根

源，他从和声的表情色彩、力学功能、“格式塔”效应、风格等多重意义展开话题，映射出一个作曲家对技

法的透彻感悟。樊祖荫《五声性调式和声研究三题》主张通过调性转换、变和弦、复合结构、线性结构、十

二音等技法的应用，“把五声调式拓宽为一个开放性的调式体系”，以适应现代创作的需求。 蔡松琦《语

言与和声交融的教学实践及其他》，凭借语言与音乐在结构形态的某些相似关系，对和弦结构的纵向代

替、和弦序进的横向扩展、和声语言的模糊性等现象做了语言学的解读，是和声语义研究的有益探索。

郑英烈自谦的《对传统和声中两个“小儿科”问题的再思考》，实为对中国和声学界误读多年的一个重要

术语“完全终止”（perfectccadence）的严肃纠正。 任达敏、刘晓江、张有川等人的论文均不同程度地显现

出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

历史意识、风格意识凸显是会议的一个亮点。杨通八关于《中国和声对位教学百年》的发言，作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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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题报告的开篇，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对学科历史的关注。他隆重推荐即将问世的中文版《剑桥西方音

乐理论史》（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任达敏译）更增加了这一主题的厚重。法国著名作曲家、巴

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和声对位教授斯特凡·德普拉斯（StephanenDelplace）《法国和声、对位教学的历史

与现状》的讲座，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莱尔·戴卫森（LylenDavidson）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同学合作

奉献的“16世纪对位”公开课，生动地展示了西方和声、对位教学近些年重历史、重风格的发展。 顾问专

家王震亚、段平泰、姚思源等老先生讲话中许多亲身经历的生动回忆，又使该主题从更多的侧面得到展

开。王晡《和声教学的阶段性、指向性和科学理念》强调：“所有的作曲技术理论问题，如果没有历史意识

的关照，不把它放在产生、确定和发展的历史中认识，缺乏历时性理念的关照，那就都将是不清醒、不足

惜和得不到完满解释的。”就我国和声、对位学科发展的现状而言，由于特定环境所致，我们对其历史和

风格的研究十分薄弱，加速这方面的补课已经时不我待。 不仅需要深入研究世界各民族多声部音乐风

格演变的历史，懂得和声、对位技法的历史规定性，而且也要研究学科本身的历史，了解它是怎样一步

步走到现在的。 只有客观地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地位和面对的问题，才可能站在整个学科理论与

实践的前沿，睿智地思考和把握它的将来。

教学理念是会议理论关注的又一侧面，涉及到教学科目本身是什么、教什么、教谁、怎么教等问题。

于润洋《谈谈音乐学视域下的和声与对位教学问题》的主题报告，传递了和声、对位教学的音乐学诉求。

他指出：和声与对位教学在注重技术研究的基础之上，应突破自身的藩篱，拓展到历史、文化、哲学、美

学等更广阔的领域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期承载音乐学分析的学术使命。吴式锴《有关和声专业课

教学根基的思考》的论文，不仅是技术与艺术关系之说理，同时也是一位老教师弥足珍贵的经验之谈。

钱仁平《源于音乐、回到音乐、感知音乐、创造音乐》以及李吉提《受益于技术理论课间的横向沟通》，从

作曲技术理论各学科之间的横向关联上求证和声、对位教学的应有作为。 张韵璇《对位教学理念探微》

认为“对位教学的主要宗旨是告诉学生过去的作品是怎样写成的”，因此“学习的最好途径就是模拟写

作”，要像书法中的描红、围棋中的背谱、绘画中的临摹，“原汁原味地、一丝不苟地学习前人的成功经

验”。 李德隆《和声学及其和声教学的人文思考》强调“和声教学不能忽略其美学价值和历史的文化品

格”，正切技术理论教学的薄弱环节。 教学行为是受教学理念支配的。 和声、对位教学理念研究的深入，

必将推动教学实践的新发展。

二、学术争鸣溯本源
与会者就教学中某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复调课称谓的置

疑了。 杨勇在《对位法还是复调》的论文中直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复调教学受政治运动以及文艺思潮

的影响，始终根基不牢，其理念和方法总是力图排斥或改良西方传统体系。 其结果是概念混乱，写作标

准模糊。 ”“复调音乐与主调音乐相对应，对位法与和声学相对应。既然不能称和声学为主调学，那么也

不能称对位法为复调。 ”“作为学科名称，应名至实归，与国际上通行的学科分类相一致。 ”刘永平也指

出：“复音音乐”、“多声部音乐”与如今通用的“复调音乐”虽然都来源于同一个英文词汇，但该词汇及其

各译名所表达的概念内涵是有差别的。 ①张韵璇则呼吁“给对位正名”，中国音乐学院从 2001年起就已

经将“复调”更名为“对位与赋格”了。 由此让人联想到前些年学界对西文 Polyphony一词译意的讨论。

杨通八曾在 2007年西安召开的《西方音乐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提出，近年出版的某些译著将西方 17世

纪以前的复音音乐（即多声部音乐）称为“复调”是不妥的。“在作曲技术理论领域，复调音乐是相对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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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音乐而言的，两种形式的严格区分是巴洛克以后才有的事。 巴洛克以前的 Polyphony既有复调也有

主调，应称‘复音音乐’而不是‘复调音乐’”。 ②这种误读已经在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产生了不良后果。

2009年，李兴梧著文《“polyphony”一词的音乐涵义与历史沿革解析》，③对该词的含义做了考证，并指

出“6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西方音乐书籍，Polyphony一词几乎都不加区别地译成了‘复

调音乐’，致使‘复调音乐’与‘多声部音乐’两个不同的概念互相混淆，并造成长期的误读现象”，建议

音乐理论界调整这一术语的使用。 这次会议专家们给对位法正名的呼声，当是那一系列讨论的延续和

发展。 看似名称、概念之争，其实深含着学术反思的意蕴。 一个学科有没有科学完善的概念系统，是这

个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 和声、对位在中国的历史不长，已知的理论及概念系统还远谈不上完善

严谨，音乐术语学的研究也十分欠缺，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和声专业课教学比较集中的话题，是对伊·斯波索宾等合著《和声学教程》的评价。 学术界对这部

上世纪中叶由前苏联引进、 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的和声专业课教材的讨论由来已久。 这次的会议论文

中，除张宝华、王进《斯波索宾小组 <和声学教程 >利弊考》、唐勇《对 <和声学教程 >（增订重引版）的

困惑》属该教材的专门研究外，黄虎威《四声部写作之我见》、邹承瑞《“四部和声写作”要领》、郑英烈

《两个“小儿科”问题的再思考》、何佳铃《罗忠镕先生教我们学和声———浅论勋伯格和声体系》等文，也

都不同程度地论及这一教学体系。 这次会议的专家论坛上，刘康华回顾了斯氏《教程》引进的历史，认

为面对共性写作时期的音乐，这部教材的技术诠释应该说是有效的；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亲苏政治

压力消除之后，此书的市场需求仍不减当年，更说明了它的价值。 刘学严介绍他参与翻译 1991年增订

重译版《教程》的过程，称这本翻译教材能独霸我国和声讲坛半个世纪决非偶然，不能轻易否定，俄国

同仁中甚至有称斯波索宾为民族英雄的。 杨通八也肯定斯氏《教程》的某些优点，但却不赞同长期受制

于这一过时的体系；欧洲音乐发达国家甚至俄国的教学早已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应跟上学科前进的世

界步伐；他认为该教程不仅某些概念和编排上存有偏颇，主要问题还在于它所诠释的“功能理论”偏

狭，远不如“音级理论”更能适应风格多样的调性和声实践；将巴洛克至浪漫主义的和声技法全都混杂

在合唱似的四声部中进行写作训练，既忽视了风格的差异，还增加了基础和声不必要的复杂，拖了实

践能力培养和知识技能拓展的后腿；一本独大的现象是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不能作为裹足不前的理

由。 看来，专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歧颇深，和声专业课教学改革的探索任重道远。

前文已经提及的郑英烈、任达敏、付晓东等的文章，也都有较明确的争论意向。 人们从这些争论中

所感受到的，首先是专家们难能可贵的专业责任感和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同时也对学科本身存在的

一些问题逐渐清晰起来。 课程称谓的辨析、专业术语的诠释、教材的评价，无不关联着史实与学理的追

问，现实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学科历史和基础理论的研究。

三、坦诚交流促发展
会议有大量论文是各院校教改成绩和一线教师教学经验、实力的展示。

专业课方面：刘康华《和声教学中调性扩张技巧的深化与功能关系的拓展》、徐平力《和声教学中

① 刘永平《研究生“现代复调音乐”课程教学略论》，会议《论文汇编》p.513

② 江江《西方音乐理论名著翻译研讨会综述》，《中国音乐》2008年第二期

③《黄钟》200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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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现代和声理论》两篇论文，以各自的方式对晚期浪漫派以来调性和声复杂化的现象进行梳理，是

和声专业课现代延伸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甘璧华《21世纪中国“传统和声教学”的问题与应对》，通过

自制课件生动演示她以精简、难点、重复等方法应对“内容多、时间少”的教学困境，获得了与会者赞

许，对青年教师犹多启发。 刘永平《研究生“现代复调音乐”课程教学略论》是他为硕士研究生独立开设

复调专业基础课十余年教学经验的总结；除对复调学科的理论、规律和技术等问题多有见地外，他按

线性对位、多调性对位、多节拍对位、十二音对位等类分组织教学，并配合适当的写作训练，不失为一

种教学创新的探索。 吕军辉《国内七本复调教材的教学体会》集中描述了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复调教

材建设的主要成果。 周强《主科严格对位的教学思考》反映了国内部分院校作曲理论教学中传统对位

技法的回归。 张韵璇《探索与定位———中国音乐学院复调公共课改革》、刘青《中国音乐学院和声复调

学科建设与发展》、龚晓婷《二十年来中央音乐学院复调教学之我见》、胡筱铮《对当代复调教学的几点

思考》等文，是几所音乐学院教学工作的全方位总结，同时也不乏作者们个人的灼见参入其中。

公共课方面：杜晓十《在理论与实践间徘徊》的论文，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高师和声教学由

追求“独立”到现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历史回顾，醒目地提出了“回到学科本身”，对高师和声教学

“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问题，是近些年该研究领域颇有深度的篇章。 刘锦宣《和声分析课中等和弦

转调的教学思路》针对和声分析中的一个难点，具体而生动地展示他的课堂操作，应用口诀提高转调

分析准确率和速度的经验别开生面。 叶思敏《复调共同课教学笔记》是上海音乐学院林华教授提出的、

以复调感培养为主线之教学方略①的具体诠释，和声背景下简单的对位练习设计，有益于学生感性能

力的培养。 王文《“和声分析”教学思考》以舒曼钢琴作品为例，讲述他如何通过“有针对性地和声分

析”，引导学生对多样化和声手段和语言魅力的理解。 刘诚《论和声分析教学》既是他十余年参与中国

音乐学院和声公共课改革、执教《和声分析》课程的体验，也是从更宽广的视角对这门课程的理论、方

法、教材等问题深入思考的剖白。 丁冰《公共课和声教学的核心———理解》、吴霜《和声共同课教学中和

声分析的思维与视角》、王求《武汉音乐学院复调公共课教学特色》及硕士研究生的多篇论文，是武汉

音乐学院和声、对位公共课教学改革经验的系统展示，体现出该校教师群体注重学理和课程建设的一

贯传统。 此外，徐文正、田艺苗、任红军、陈诺、刘冬云、马玉峰等文，则是众多院校教师结合自己的实

际，以多种形式探索和声、对位公共课教学路径之心得的坦诚交流。 教学目的、授课对象及教育环境的

差别，决定了教学模式及方法的种种不同，恰好印证了杜晓十关于高师和声教学不可避免的“多元化”

发展格局的判断。 放弃不切实际的“一统”观念，回到学科本身，提出“重新认识”、“重新定位”和声、对

位教学的问题正当其时。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新音乐的发展，西方作曲理论教学在积极拓展现代内容的同时，也经历着

传统再认识的嬗变。 历史意识、风格意识领潮流之先，人们普遍认识到音乐技法是与风格紧密相关的，

技术法则的历史规定性引导着教学模式和路径的新探索。勋伯格、申克、库尔特（E.Kurth）、兴德米特等

在和声、对位方面的著作，均有重新认识和建构传统技法教学体系的意义。 而我们的情况是，国人上世

纪初才开始和声、对位的研习，随后的战乱割据、闭关锁国、文革毁祸，均十分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国内

学界无论对新的或传统理论及其教学的研究都十分薄弱。 文革后和声、复调的几次学术研讨会对学科

的发展意义重大，但当时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现代技法的补课方面，对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传

① 林华《复调感的获得》，会议《论文汇编》p.470。

008



统技法再认识等问题尚来不及深入，人们对这类问题的关注是近些年才成风气。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

西方音乐理论名著翻译出版，国内专家也有学科史的专著问世，如：桑桐《半音化的历史进程》、吴式锴

《和声艺术发展史》等，学界对传统再认识的意识在逐步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会议的发起与成功

召开，也是这种意识群体化的一种延伸。我们热切企盼着，会议的大量论文与精彩的学术报告，关于“对

位法正名”、斯氏《教程》评价讨论热点等，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推动和声、对位学科基础建设迈上

一个新的台阶。

由于会议教学研讨的主题所限，大会组织者不得不十分遗憾地回绝了大量关于作曲家和音乐作品

的和声、对位研究论文的提交。 不然，笔者的综述将有更丰富的内容。

本次会议的会风也值得一提。 会议的专业性、代表性勿庸置疑，但组织者们却没有采取时尚的做

法，化大量时间去挂牌子、排位子、评稿子，甚至也没有安排任何观光娱乐活动，而是专心致志地探讨学

术，像这样简朴、务实、高效的学术研讨会真应当多开一些。

北京 2010年春季的“全国和声复调教学研讨会”已经开过半年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家、学子们

在会上的音容笑貌也许会逐渐淡忘；但是，作为一次严肃的交流和研讨，它的学术价值永存，将作为一滴

晶莹的水珠汇入学科发展不息的江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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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式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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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和声专业课教学根基的思考
吴式锴 ①

在 2005年北京现代音乐节的和声论坛中，我曾发表题为《和声—源于音乐、用于音乐》的论文，从

不同的侧面谈及和声教学中某些重要但常被忽略的问题，而对这一切所作的写作练习和理论分析，其

根本目的都是表现音乐。

现在，我想退回到和声教学的源头，研究一下和声教学内容的立足点在哪里，其根基应是什么。

纵观欧美著称的老教科书，它们都往往在序论中谈及和声教学和音乐艺术作品的关系，并也指出

某些理论阐释与艺术要求的脱节现象。

I、调式风貌
从音乐艺术的历史发展上看，由格里高利圣咏产生的多声音乐，通过教会自然调式的演化，最后确

立以自然大调与和声小调为根基的大小调体制。 这个作为数世纪和声写作根基的大小调体系是伴随

着和声语言的不断完善而被公认的。 因此，反映这一创作现状的和声理论教科书，大体上也都是建立

在这个体系根基上的。 理论家们依据他们生活现实中的音乐艺术，总结出很能说明这种艺术风貌的理

论学说，形成以大小调和声体系为教学立足点，这一定位当然是非常合乎逻辑和自然常理的。

但是，世界文化是多彩的。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更有其深厚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背

景。 多声音乐不是我们自古具有的民族文化形式。单声音乐经过悠久的高度发展，终于在 20世纪初开

始接受西方的古典和声技巧。 新音乐的作曲家们一方面将西方的古典和声手法用于作品中，但这仅是

最初级的借鉴，难以避免幼稚和生硬之嫌；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应该创造一些适合民族风格的技

巧以展现作品的民族精神，但这也仅是一些不成熟的尝试。 在对民族风格的理解和如何建立民族体系

的认识上也存在一切狭隘和偏执。 而在这两方面均未达到成熟的程度时， 西方音乐却已走过 19世纪

末的和声发展高峰，逐渐向现代派的非调性倾向迈进了。

建国后的 20世纪 50年代及 60年代初，由于兄弟国家文化的传入交融，接受了他国音乐史上民族

乐派对民间乐风的和声处理手法。 加上作曲家的悉心探索研究，这才找到在处理民族调式上较能共通

认可的基本和声技巧。 于是在国内出现了若干论述民族调式与和声理论的著作，之后也开始撰写可供

专业院校使用的和声教科书。“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政策使人们面向国际，在音乐上彻底冲破内外的

隔绝。 中西接轨不仅改变了艺术的外在风貌，而且唤起了人们对艺术观念的新思考，例如对“民族性”

的问题这时便有了新的理念和认识。 由此，五、六十年代刚刚建立起的民族化萌芽，这时又被更前锋的

表达方式所复盖。 于是,,我国自身的和声史上,缺乏一个有如西方古典乐派那样完整典范的共性写作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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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民族化的浪潮是上世纪 50年代后期兴起的。可是在和声教学中,似乎仍是沿用西方大小调

体系，讲述 18、19世纪的和声语言和技法。 民族化和有关西方现代和声的内容则只在教学进程中由教

师根据自己的见解作适当的填补,和声教学的根基没有变动。

和声教学的总目的,当然是让学生学到有用的和声技巧，首先应是不受特定风格局限的共性写作

技术。 然而,任何一条用以配置和声的旋律习题都难以完全避免某种风格性,这就必须学会认识到什么

样的旋律天然地应以怎样的和声语言为背景。 我们试图用自然大调下行音阶作为和声写作习题,因为

一个没有不同音程进行，不同节奏节拍规定的音列应是最具共性化和无特殊风格性的声部线条了。

例 1

上例 a与 b均属大小调体系的和声风貌,其特性是在自然音范围内以 I,IV,V三个正音音级和弦统

治整体,并强调正格功能关系。

例 2

上面例 2,则表现为对自然音体系的突破,构成含有多次离调的半音体系和声。 所有离调都是用副

属———副主的正格关系构成,使音乐在细节上都被属主关系统治着。 有人曾将以维也纳古典乐派为代

表的典型大小调风格的音乐称为“属主音乐”。 这种根基直到１９世纪中后叶才逐渐被冲破。

如将此下行七声自然音阶设上小节线,使其产生节拍韵律,那末,加入终止四六和弦的下例和声便

可谓是最典范化的和声进行了。

例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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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必须解释一个以上未曾提及的问题，即在例１与３和声进行的开端处，都有一个 III

级和弦ＤIII.它在大小调体系中是一个最边缘化的分子,其过于柔弱的音响地位使它常被强劲的大小

调风格摒之于体系之外。 唯一使它仍能留用于大小调体系之内的条件, 就是它必须进行到 IV级和弦,

构成 DIII———S的进行。 这样,即使之前的 T———DIII已经是根音作上三度进行的最弱关系了,但之后

DIII———S中低音作向上半音的导音式倾向则会使之前失去的力度得到挽回。 在例 2a中, 把原来 DIII

的位置改换为 SVI的属七和弦(D7/SVI),也就是把原来的 III级小三和弦改为同音级的大小七和弦,这是

为了能在音乐整体上与其他由副属和弦构成的多次离调在力度上相互协调。

现在,我们暂时离开大小调体系力度性的和声语言,把立足点移向自然调式,并在这新的根基上处

理这同一自然大调下行音阶的和声。

例 4

从以上三次配置看它们的和声处理方法有着与大小调和声截然不同的特点：首先,和弦使用广泛

普遍,不强调 I,IV,V))3个音级的“正三和弦”，这就会在和弦之间很自然地产生同音列的各种调式交替，

如上例 a除了首尾两个 C大调主和弦之外， 其余和弦之间都形成 a自然小调的功能关系；b则索性最

后结束在 a自然小调的主和弦上（C大调 SVI）也不为怪。 除了 a自然小调之外，并包含了某些特殊自

然调式， 如 b中含 VII级小三和弦的 e弗利几亚正格进行；C中由大下属构成的 d多利亚变格进行的

及由小属和弦组成的 G混合里第亚的调式功能关系。

和弦作上三度根音关系的进行（上例 b中的方括弧所示）由于其极度的软弱性而被大小调体系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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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在自然调式风格中却能展示它特有的柔美风采。

除功能关系的特点外，和弦转位形式的应用也很自由。为了低音线条的需要，可能采用任何音级上

的四六和弦。（如上例 a的终止以及后面例 8中第 2小节末尾）。

再有，例 4c的末尾虽然用了一个本属于大小调功能的力度性终止 DVII7―T，但由于没有采取降低

调式 VI级音的减七和弦结构，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调式化了，因为这个减小七（半减七）和弦完全由

调式自然组成，这在大小调风格中除了和弦七音（即调式 VI级音）处在高音旋律声部外，是很少这样使

用的。 在 19世纪民族乐派以及之后印象主义的音乐潮流中，这种完全由调式自然音组成的减小七（半

减七）和弦的 DVII7才广受青睐。

如果用以配置和声的旋律不是如上那样非音乐性的机械直线下行， 而是有着丰富艺术特性的，那

末，在教学中则要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音乐素质，使他有能力鉴别旋律的和声背景应是怎样的，以使正

确地确定适合它的（即符合它的内涵的）和声语言内容。 现以一个由双乐句组成的乐段为例（选自斯波

索宾等著《和声学教程》第 39章习题⑵）。

例 5

从这一旋律的曲式结构和音调特征两方面进行体察，凡对西方古典音乐有所熟悉的学生都不会怀

疑，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转调乐段，这里所配和声与旋律之间的关系是天衣无缝的，甚至可以说这一和

声处理是无可辩驳和独一无二的，若如下例那样，即使和声本身的进行关系是大小调化的，但不作转

调，也是违反其天然特性的。 特别是终止四六和弦的应用，更说明它是在起着维护原调的作用：

例 6

⑵⑵⑵⑵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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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说，如将这典范的旋律和声统一体拆开，用另一种和声（自然调式风格）来为它配置，将会落

得一个四不象的可笑结果：

例 7

但若反转过来，我们为这个与旋律不般配的和声寻找一个适合它的高音线条，结果则可能比其“原

配”要美满得多：

例 8

����

�

作为一个接受过专业和声培训的学生，不论在教学中采用怎样的教学体系，最后，他们都必须具备

识别音乐的风格特征并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和声语言的能力。我们不时地会在古典大师们的作品看到冠

以“……风格曲”标题的作品：如柴科夫斯基的《舒曼风格曲》（作品 72之 9），格里格的《肖邦风格圆舞

曲》(作品 72之 5),拉威尔的《鲍罗丁风格圆舞曲》以及《夏不里埃风格曲》（以古诺歌剧 <浮士德 >的咏

叹调为素材）等。 这些作品都不是“临摹”式的，或者说能够以假乱真的性质，而是作曲家以自己个人的

眼光通过洞察他人艺术品的精髓（或内在灵魂）而感发出自己个人的见地，这只有具备时音乐的深刻体

验才能有勇气这样做。

以上所谈到的大小调与自然调式的两种不同的和声教学根基只是表明一种教学出发点。无论立足

于哪一方面，其结果都要使学生获得高水准的学习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怎样开始教学也绝不是

“非此即彼”。 况且和声教学也和艺术创作一样，每个教师都会在教学中（无论采用什么教学体系）表现

出自己独特的风貌，展现出个人的才智。我于 20世纪 80年代初发表过一部《和声学教程》（———理论与

实践———上下两册）。 我采用了从自然调式入手的做法。 但因缺乏教学实践的机会（入学前即要求考生

按照大小调体系达到过半的程度，入学后则沿着这一体系继续伸延，不可能再回过头来“改换门庭”了）

所以尚未获得切实的反馈，现在仅是将问题提出，供同行们做一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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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听觉素养
我们有时会在学生身上见到这样一种怪异的现象： 他可能已是一名具有较高和声程度的学生

了，但却会对下例第 1 乐句末尾（第 4 小节）的和声产生疑惑，从外表的旋律线条结构判定其和声为

向 II级和弦的离调。而事实上，这里是古典传统和声中最为基础典范的 T———D，D———T式的正格问

答关系。

例 9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贝多芬:《第 10钢琴奏鸣曲》

b

DDDDD

其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只能说是没有听到（或者根本不去聆听）音乐声音所表达的和声语言涵

义，而只是用眼睛在一个节拍的垂直点上，对纵向音符进行机械式的罗列累加，以这样的方式寻求结

论。

上例是奏鸣曲式的副部主题。这一音乐素材也在发展部中以降 B大调出现。由于发展部音乐的需

要，下句未以主功能作答，而是以 II级调关系转向降 A大调（见下页例 10）。

例 10

单从音乐的外在手段上看，新调（降 A 大调）的出现，似乎仅靠低声部的 3 次半音上行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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