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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了我的《和声学》中所介绍的和声教学方法的精简内容。
学习过这些方法的人们将很容易领会关于解释结构功能的各种较深奥的论点。
不幸的是，很多学生对和声学的理解是表面的，他们学习和声的方法也和大作曲家们不同。
这是由于普遍地采用了两种陈旧的教学方法所致：一种是在数字低音上练习分部写作，它过于容易；
另一种是为指定的曲调配置和声，它过于困难。
两种方法在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数字低音的方法只能使人在分部写作上得到练习的机会。
那种认为熟悉了正确的和弦进行即可使听觉具有判断力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事实如此，只要熟悉了好的音乐作品即可，不再需要教学了。
除此以外，根据数字低音来演奏的习惯已经过时，我预料我们这代将是知晓数字低音的最后一代了。
在今天来说，即使是优秀的钢琴演奏家也宁愿使用和弦的各个声部都写出来的乐谱，而不愿使用这种
已经废弃的速写记谱。
　　为指定的曲调配置和声和作曲的程序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作曲家是同时创造出曲调与和声的。
在创作以后进行修改有时是很必要的。
有时，为了有利于后面的发展以及适应改变了的意图，需要先行修改，这种修改可促使作曲家的技术
进步。
我们可能要为一个曲调——一首民歌，或只会写曲调的作曲家的作品配置和声，但是这只有生来即具
有或已获得和声的解释能力的人才能胜任。
　　我四十多年的教学经验证实了：按照我的《和声学》中所建议的方法来学习和声是没有困难的—
—即在开始就练习和弦进行的写作。
本书的另一目的是使用其他方法学习和声的学生们也能深刻地理解这种技巧。
其基本原则见第二章；补充说明见以后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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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阿诺尔德·勋伯格（Amold Schoenberg，1874—1951年），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
理论家，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现代音乐作曲家之一，“表现主义”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阿诺尔德·勋伯格的主要作品有：交响诗《光明之夜》、《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室内交响
曲》、歌剧《期望》以及为朗诵、男声合唱和乐队而写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
此外还有几首弦乐四重奏和许多钢琴、声乐作品等。
 勋伯格除写有大量音乐作品外，还有许多音乐理论著作，其中有《和声学教程》、《和声的结构与功
能》和《风格与思想》等等。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阿诺尔德·勋伯格1874年9月13日生于维也纳，1951年7月13日卒于美国洛
杉矶。
勋伯格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作曲家，小时候家境贫寒，十六岁时父亲去世。
这些不利的环境并没能阻止他热爱音乐和学习音乐的决心。
他八岁时开始学习小提琴，以后又自学大提琴，参加业余乐队，而且自己尝试着作曲。
他经常如饥似渴地去听音乐会和歌剧，从中得到学习和熏陶。
父亲去世以后，由于家境日益困窘，他到一家银行当了办事员，以增加一些家庭收入。
就在这个时候，他偶然结识了作曲家亚历山大·策姆林斯基，并跟他学了几个月的对位法，而这就是
后来成为现代音乐杰出作曲家的勋伯格所受到的唯一的正规音乐教育。
从此，他开始了音乐创作生涯。
1897年，他的处女作《D大调弦乐四重奏》问世。
　　1901年赴柏林，在一个酒馆乐队任指挥，后到斯特恩音乐学院任教。
后来又回到了维也纳，于1910年担任了音乐学院的和声教师。
此后，来往于维也纳和柏林两地，几乎没有中断过教学活动。
他的学生中最著名的是奥地利作曲家A．贝尔格和A．von．韦贝恩（他们师生三人常被称作新维也纳
乐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阿诺尔德·勋伯格于1915—1917年在奥军服役。
1918年组织维也纳私人音乐演出协会，专门演出20世纪的新音乐。
战后在柏林普鲁士艺术学院任教。
1933年，纳粹上台后勋伯格离职移居美国。
1935—1944年先后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
1941年他取得美国国籍，在那里定居，直到逝世。
　　[编辑本段]艺术创作　　勋伯格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1908年以前为调性时期。
主要受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影响，作品充满德国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气息，并把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半
音化创作技法发展到了极限。
这时的作品还没有完全抛开调性，如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1899，于1917年改编为弦乐队曲）、
康塔塔《古雷之歌》（1900—1901）、交响诗《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1903）等。
　　1908—1920年前后为无调性时期，他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无调性的音乐风格，这个时期的作品已是
“勋伯格风格”特点的作品了，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时期的音乐具有表现主义的特征，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写出的。
在他的作品中，不同音高的各音之间的结合，不再像传统音乐那样，以某个音为中心，不协和和弦也
不再像传统的音乐那样，需要“解决”到协和和弦。
勋伯格采用无调性音乐风格是同他作品中的表现主义特征相联系的。
他从表现主义美学思想中汲取灵感，先后创作了一批无调性作品，成为第一位放弃调性的作曲家。
如单人剧《期待》（1909）和说白歌唱《月迷的皮埃罗》（1912）等。
这些作品表现了诸如绝望、恐惧、紧张、痛苦等病态心理或情绪，音乐语言夸张、变形、怪诞。
在《月迷的皮埃罗》中，勋伯格还发展了一种介于说话与歌唱之间的说白歌唱。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和声的结构功能>>

无调性阶段的重要作品还有《五首管弦乐小品》（1909），戏剧配乐《幸运的手》（1913）等。
　　1920年以后为十二音技法时期。
经过长期的探索，勋伯格在无调性音乐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组织音乐材料的新方法，形成了所谓十
二音音乐。
作曲家用半音阶中的12个音，自由组成一个音列，音列可以原形使用，也可以逆行、倒置、倒置逆行
。
这4种音列形式可移置于半音阶的任何高度，从而可形成48种样式。
音列中的各音（全部或部分）既可相继出现形成曲调，也可同时出现形成和弦，以此构成全曲。
勋伯格后期基本上采用十二音技法进行创作，重要作品有《乐队变奏曲》（1926—1928）、《小提琴
协奏曲》（1935—1936）、《钢琴协奏曲》（1942）、《华沙幸存者》（为朗诵、男声合唱及乐队而
作，1947）、歌剧《摩西与亚伦》（1951）等。
他在晚年偶尔也写作有调性的作品。
　　勋伯格还创作了4部音乐戏剧作品：1909年的独幕独角音乐戏剧《期待》，1913年的独幕配乐戏剧
《幸运之手》，均运用自由无调性写成。
1930年的独幕歌剧《日复一日》则是严格的十二音体系的作品。
未完成的三幕歌剧《摩西与亚伦》创作于1931—1932年间，也是一部无调性的十二音音乐作品。
这是一部带有清唱剧性质的歌剧，作品叙述了犹太人在摩西的率领下的出走埃及的过程。
剧中人物们交替采用传统的唱法、半念半唱的朗诵式行腔和有韵律的说白。
摩西只有一个高潮性的唱句。
这部歌剧的前半部分有很多引人入胜的表现，特别是狂乱的“金牛犊之舞”，但后半部分乏味，大部
分篇幅在讨论宗教。
虽然在戏剧性的发展上缺乏贯穿性，但音乐部分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1]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　　勋伯格的音乐以旋律性和抒情性擅场，但也极端复杂，将节奏、织体
、曲式等种种因素发挥尽致，听起来颇为费力，但听者越来越感到值得努力。
勋伯格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创作本身，还在于其艺术胆略以及对20世纪音乐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勋伯格是一位具有大胆创新精神的作曲家，创作除早期作品外，大多难于被人理解，当时经常遭到冷
遇。
在他死后，对他的音乐的评价，也一直存在争议。
　　勋伯格的最大贡献在于继承、发展并最终打破了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音乐传统，系统地创建了
序列主义的音乐理论和方法，从而完成了从浪漫主义音乐向现代音乐过渡的历史性任务。
他首创了“十二音体系”的无调性音乐，他的无调性音乐和十二音音乐对20世纪的音乐发展产生了巨
大影响，最初在德国、奥地利，后来在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不少作曲家都采用他的作曲方法。
　　除了作曲，勋伯格毕生还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从事教学工作，培养了许多“十二音体系”的作曲
家，后来许多都成为了位世界著名的作曲大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教育家。
他的学生韦伯恩和贝尔格等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序列音乐理论，贝尔格、威伯恩被合称为“新
维也纳乐派”，即“表现主义”音乐流派。
他对音乐所进行的重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曲家，如达拉皮科拉、欣涅
克以及肖斯塔科维奇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他的影响。
　　此外，他的理论著作《和声学》（1911）、《音乐的思想与逻辑》（1934—1936，未完成）、《
音乐创作基础》（1948）、《配器学》（1949）和《和声的结构功能》（1937—1948）以及论文集《风
格与思想》（1950）等也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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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就像《和声的结构功能》作者勋伯格自己所说：“没有一种理论是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至多
我只能介绍使人少犯错误的方法，使学生注意对待不同的情况，以及理解对和弦进行的评估能帮助他
们发现自己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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