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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程是配合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的《基础和声》课程而编写的。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考虑到和声教材自身在理论上所具有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以及应当起到丰富与
提高学生和声理论与应用的作用，内容就必须涵盖传统和声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对五声性旋律民族
调式和声手法的简要介绍。
当然，基础和声的概念也是相对的，比如：对于从事音乐教育、表演专业的学生（或音乐工作者），
学到一级关系转调就属于学到和声的基础部分。
而对学习作由、指挥、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或音乐工作者），相对20世纪以来的近现代和声来讲，学
完传统和声的全部内容不可以说是完成了基础和声的学习。
本人也正是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力求使之成为适用于各个专业和声理论与应用的教学用书（同时能
适用于本人在中央音乐学院本科教学中的和声专业课与和声公共课的其他专业学业学生使用）。
因而，教师可以通过对教程内容进行适当地缩减、增补或选择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教学，使之同样地适
合作为其他音乐院校或师范院校中的音乐系统各专业的和声学教材用书。
为此，在每章后面的和声配置习题中，都有两道或两道以上为方便学生练习的含有已给和声功能的指
定旋律的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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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锦宣，北京人。
现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现代远程音乐学院教授。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干部专修科作曲专业。
后在职学习获本科及音乐学学士学位。
长期从事和声教学与理论研究。
主要作品有琵琶协奏曲《青年》、钢琴变奏曲《花木兰》、钢琴《前奏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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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配置  第二十二章  调式和声——为五声性调式旋律配和声的调式、调性扩展  第二十三章  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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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关系的远近级别分类    二、到远关系的转调  第三十三章  远关系转调（二）通过含变音和弦的
转调  第三十四章  远关系转调（三）等和弦的转调    一、等和弦转调的定义    二、两种等和弦的应用
范围    三、减七和弦等和弦转调    四、属七和弦等和弦转调    五、增三和弦等和弦转调    六、半减七和
弦与变和弦等和弦转调    七、b3DVii65半减七变和弦与小调D7（6）的等和弦转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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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和弦与四部和声写作要求1.四部和声中各声部的名称与音域及其作用由四个同时进行而又按照
一定关系组织起来，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声部所构成的多声音乐的和声形式，称为四部和声。
由于声部过少（即少于四声部）的陈述形式会使和弦经常省略音（尤其是在应用七和弦与九和弦时）
，和弦总是以不完整的形式出现，和声会因此而缺少丰满的音响效果；即使只用完全的三和弦来配置
和声，也会由于为了保证每个和弦的完整而出现过多不必要的跳进，造成声部过于动荡。
而多于四人声部的写作形式，在以三和弦为主要和声材料的写作中，势必会造成使用重复音过多的现
音过多的现象，因而也就会削弱各声部的独立性。
在创作中少于或多于四声部的和声写作，实际上都是以四声部为基础的省略写法或重叠写法。
所以，能够保持音响效果丰满、声部均衡的四部和声习题形式的写作就成为声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
四声部的名称自上而下被称为高音声部、中音声部、次中音声部和低音声部，由于各声部的音域正好
与人声的音域相近似，也可以将四声部分别称为女高音声部（Soprano）、女低音声部（Alto）、男高
音声部（tenor）、男低音声部（Bass）。
在四个声部中，从各声部所处的位置和起到的作用来看，因为高音声部通常演奏旋律，所以也可以称
其为旋律声部；低音声部决定和弦是原位还是转位的低音性质，因而被称为和声的基础声部；旋律声
部与低音声部由于分别处在和声整体中最容易被听到的最上方或最下方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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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通过对本教程各章的学习，学生想必已对传统和声学中的主要内容有了一个全面而又系统的了解和掌
握。
而对第2l章与第22章中介绍我国五声民族调式和声的理论、写作与分析的具体方法也应该有了一些初
步的了解和认识。
学生在学习、理解和掌握本书所讲述的各章理论知识要点以及相关的和声写作、和声分析的具体应用
方法与步骤的同时，最好将学习内容进度相适应的习题写作以及和声分析与之同步进行，才能达到良
好的学习效果。
而只有在有经验的教师指导下，通过学生自身对本书所列举的各章例题以及大量优秀音乐作品中实际
和声音响的感悟，和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与音乐创作实践相结合，以及对自己和声写作与和声分析经
验的不断积累与总结，对各种和声手法综合应用的能力才可能达到运用自如的娴熟程度。
笔者仅在此祝愿每个愿意投身到浩瀚的和声艺术海洋之中的莘莘学子，在和声魅力的吸引下，去克服
充满艰辛的刻苦学习之路上的重重困难，尽早地到达能够充分享受和声艺术之完美体验的大洋彼岸。
在完成全书稿之际，在此感谢恩师吴式锴先生对我在和声学习与和声教学成长道路上的教诲与帮助。
对张永春、张丽老师和我的研究生林松源、刘畅在乐谱校对中付出的幸勤劳动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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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和声》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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