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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声学教程(音乐卷)》由桑桐著，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传统和声”，其中大部分内容选自拙著
《和声的理论与应用》，但稍加削减。
由于大部分作曲、理论在音乐中学或校外已学习过基础的和声知识，故本教程将調内和声材料归纳为
第一部分“自然音和声的复习”。

下编为“近代和声”，是本教程新编的部分，试图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传统和声以后的一些近代和声的
应用方法。
从四个方面讲授、分析近代和声的一些处理方法。
它们的范围限于十二平均律的和声手法，一般不涉及非十二平均律基础的处理方法，亦不涉及旋律、
节奏以及作曲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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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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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八声音阶的形成是由于旋律、声部、复调与和声中引用小二度与大二度的交替、上
下小三度与增四度的和声关系、某些变和弦或复合和声以及复调化各声部特殊音列相结合的结果，在
前面所举引的一些作品片断实例中，已可说明形成的状况。
但八声音阶并非一种稳定的音阶形态。
它既不像七声自然音阶那样有久远的历史，也并不专用于某类乐曲中，更不像半音阶包罗了各种组合
的可能，所以它的应用，一般并不在一首乐曲中整体地保持一种八声音阶。
即使像在斯克里亚宾或巴托克的钢琴小曲中，也常采取一些变化处理的方法。
最简单的变化就是移位或移调，或者从部分音组（次音组）发展至完整的八声音阶等。
我们可以把作品中应用八声音阶的情况归纳为下列几点： 一时性、片断性。
在一定时间内或部分段落内应用，特别是在较长一些的作品中，并不整体保持八声音阶的应用。
 移位性、同音移位性。
在八声音阶的处理中，最简单的变化即为移位或同音移位。
移位，指的是八声音阶作半音移位或大二度移位，音阶的起点音不同、音程关系不变，但音列成员（
音高）有所变换。
八声音阶包括原型在内共有三种移位音阶。
这三种移位音阶各自均可将起点音或中心音移位至其他音高上构成八声音阶，但其音列成员会与某一
移位音阶相同，因此将此种移位称为“同音移位”，以与“移位”相区别。
这是八声音阶音乐变化的特点之一。
 多样性。
八声音阶在处理上有丰富的可能性，可以有各种特性的音列组合，单独的或复合的，对称的或有特殊
音程结构的。
既可有自然音性与半音性的组合，亦可作有调性的、多调性的或元调性的处理。
和声上除增三和弦外亦可有各种可能的和弦结构，单独的或复合的。
巴托克《小宇宙》第99首是一首双调性的复调化乐曲。
上方声部在C小调，下方声部为A小调，最后合一于C调。
上方声部为：8、c、D、bE、F五音列；下方声部为：#F、#G、A、B、C五音列，其中B、C两音为共
同音，合成为一个八声音阶，音阶结构与例927d相同。
两个五音列交错衔接（见例943音阶表）。
此曲的处理特点为：①复调化织体。
②二声部均为自然音性，上方为C和声小音阶，下方为A旋律小音阶。
③相隔小三度的双调性，如同平行调关系（平行小小调，而非平行大小调），最后归并为同一中心音
。
④八声音阶由两个相互有共同音相衔接的五音列所组成。
这首乐曲与前面所举乐例的处理方法又有不同。
例943是这首乐曲结束处，此例的下方声部可作为升F小调降五度音的五音列分析，但此曲前十四小节
均以A音为中心，此处有暂时转向升F中心的变化。
但从整体分析是A为中心。
此处可见到在八声音阶范围内音乐处理上的一些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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