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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曲技术理论中的“复调”与“和声”，就像一件针织物的两面，从不同的方向看去，尽管纹理有所
不同，其实是互为表里，谁也离不开谁。
音乐院校作曲专业一向将它们视为不可或缺的两门课程。
但是，我们的公共课教学似乎不大理会这一点，多数院校一般只开和声而冷落复调，这种不完全的教
育给专业人才培养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这样的偏颇也不乏情有可原的理由，缺少适合复调公共课教学的教材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多年来，我在从事复调专业课的教学中，一直没有放弃对复调公共课的探索。
我始终认为，对非作曲类的本、专科学生来说，复调知识是非学不可的，但对他（她）们切不可照搬
专业课的教学模式，因为学习任务和专业条件都不尽相同，不可能也不必要像作曲学生那样进行太多
和太重的写作训练。
这个问题在公共课和声教学中也同样存在。
所以，自1996年起，我就和本院的同事们合作，在文化部和北京市教委支持的“多声部音乐基础”科
研项目中，开始做以分析为主的和声、复调公共课改革试验。
几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哪怕是完全没有写作基础的学生，经过大约一学期分析课程的学习，也完全能
够达到对复调音乐知识的正确理解，而这正是作曲技术理论公共课程所期待的目标。
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瓦尔特·辟斯顿在他的《对位法》一书中曾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学习音乐
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发现过去的音乐是怎样写成的，而不是说将来应该怎样去写它。
”我们在这次的书稿中增加了简单的“二声部严格写作”的内容（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不是出于
对创作能力的锻炼，更不是对以分析为主教学模式的否定，而是为了加深对产生这种技法的那个时代
复调音乐风格的理解，同时也是对进入复调音乐系统分析的一种技术准备。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复调音乐的风格虽在不断变化，但对位技法的基本形式却相对稳定。
二声部严格写作的技术，有似于舞蹈训练中的“把杆练习”，掌握了它的基本形式，对更多声部或自
由写作风格的理解就不应该感到困难了。
本课程将采取大课讲授、课下作业和集体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由于前面增加了二声部写作基础，最后两章复调曲体的内容又十分丰富，就课程的整体结构和涉猎的
文献而言，已经基本达到了复调专业课相关范畴的程度。
如果按每周两学时的安排，全学程一年（约72学时）。
建议学时如下安排：绪论及第一部分“二声部写作基础”约24学时。
第二部分“复调音乐分析”约48学时，其中“复调曲体”约18学时。
总的教学计划还可根据不同的情况做相应的调整和删节。
本教材共安排了24个练习。
第一部分11个练习与每节的写作要求同步。
第二部分的13个练习以分析为主，是按教学单元设计的，所含内容较多。
教师可以根据每次课所讲的具体内容为学生选择适量的、有针对性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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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音乐学专业复调课教材，也可供音乐院校、师范院校
非作曲专业的本、专科学生，有一定音乐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使用。
    本教材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二声部写作基础”。
通过对“分类对位”、“模仿”、“复对位”等章节的讲解，初步解决两个旋律相互结合时，纵向音
响的协调和横向旋律的发展问题以及二声部严格对位中其他写作技巧问题。
第二部分“复调音乐分析”。
通过对中外音乐作品中大量优秀复调文献的分析和对常见的复调曲体的分析，使学员们基本掌握复调
的构成规律，了解复调手法、复调体裁在音乐创作中的丰富表现力，同时也加强学员们对不同风格复
调音乐的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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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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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对四音    第四节 一音对切分音    第五节 一音对混合节奏    第六节 混合节奏对混合节奏  第二章 模仿   
第一节 简单模仿    第二节 卡农式模仿    第三节 变化模仿  第三章 复对位    第一节 对比式二声部复对位  
 第二节 模仿式二声部复对位第二部分 复调音乐分析  第四章 对比式复调    第一节 二声部对比    第二节 
三声部对比    第三节 四个及四个以上声部对比  第五章 模仿式复调    第一节 二声部模仿    第二节 三、
四声部模仿（一）    第三节 三、四声部模仿（二）    附：复调手法归纳表  第六章 复调曲体（一）    第
一节 经文歌、弥撒曲    第二节 卡农曲    第三节 古组曲    第四节 复调变奏曲    第五节 创意曲  第七章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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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整体分析    第六节 其他赋格形式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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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8世纪下半叶，是主调音乐鼎盛发展时期，但复调音乐也没有就此泯灭。
维也纳古典乐派莫扎特（1756—1791）、贝多芬（1770—1827）等在继承巴赫传统的基础上，把复调音
乐运用于歌剧、交响乐、室内乐、钢琴等各种音乐体裁中，并在复杂的多声部范围内极为成功地发展
了它。
这个时期的复调音乐，虽常常搀和于主调音乐作品之中，但有时也保持自己形式上的独立性。
如许多交响曲、室内乐套曲中的赋格段、钢琴奏鸣曲中的对位性段落等。
这是主、复调音乐在形式上趋于结合的又一个时期。
19世纪以后，随着浪漫主义音乐、民族乐派音乐的发展，新的音乐形式、音乐体裁，新的和声语言，
促使复调的音乐风格更加丰富多样。
特别是和声写作的对位化倾向，使主调与复调又几乎近于融合。
这样的情况，在瓦格纳（1813—1883）、勃拉姆斯（1833—1897）、雷格尔（1873—1916）的作品中是
屡见不鲜的。
但从总的方面来讲，此时期仍以主调音乐为主。
20世纪以来的音乐，其风格与形式的变化之大，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可比拟的。
复调音乐的地位，经过了浪漫主义阶段对位化和声写作风格广为流行的准备，特别是随着20世纪和声
高峰时期的结束，大、小调和声体系的解体，多调性、无调性音乐以及各种反传统音乐派别的产生，
人们又在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所谓不屑顾及音的纵向关系而只讲旋律结合的“线式思维”便是典型的一类。
否定之否定，帕莱斯特里那——巴赫的复调英魂，经过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150多年的压抑之后，如
今似乎又复活了。
断定这又是一个新的复调音乐高峰，恐怕还为时过早。
历史的概括，只有在事后才可能是较准确和真实的。
我国民间多声部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其中民间复调的形式也是十分多样的。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在我国的壮族、瑶族、毛难族以及福建省的畲族、贵州省的侗族等地区
，普遍存在着民间二声部合唱形式。
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京剧、越剧等地方戏曲的演唱与伴奏乐器之间，以及别具一格的江南丝竹、广东音
乐等民间合奏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复调现象。
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创作有了新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三十年，一大批我国音乐院校培养的作曲家冲出亚洲，走上
世界，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大显身手。
他们创作出了许多既具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气息的优秀音乐作品。
他们的多声部音乐实践，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参照。
但从总的来说，我国专业复调音乐发展的历史还很短暂，在不少音乐作品中，复调技法的运用也较薄
弱。
我们应该深入地研究我国民间多声部音乐中的复调传统，同时认真学习和借鉴外国以及本国优秀作曲
家复调写作的成功经验，以便丰富和发展我们的音乐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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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调音乐初级教程》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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