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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音乐创作中的民族化风格和声运用
袁娅秋

（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 雪兰莪州 43000）

摘要：中国的音乐文化底蕴深厚，历史璀璨，其民族音乐通

常以单声部旋律为主，强调横向表现的旋律特点，与西方音乐在

和声逻辑和思路上有所不同。进入 20 世纪初期，我国专业音乐创

作蓬勃发展，随之而起的是对民族风格和声的深入探索。为了更

好地适应我国民族调式的特性，作曲家们在西方和声思维的基础

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终构建了一套中西合璧、富有民族

特色的和声体系。本文旨在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通过分

析民族风格音乐作品，探讨民族化风格和声在创作过程中所发挥

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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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作为音乐创作的核心，是旋律分析的基础，同时也是构

建音乐作品和声结构的关键。旋律线条的结构性和音乐色彩性是

和声的两大功能范畴，体现了和声的本质特征。受到和声学奠基

人斯波索宾的观点的启发，本文探讨了如何将西方和声编配技巧

融入到我国的民族音乐创作中。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思考，也是众

多学者长期探讨的课题。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我对传统

的三度结构排列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在民族音乐创作

中一种新的排列模式——非三度叠置的和弦排列。

一、五声调式的调式处理

在我国的民族音乐作品中，绝大多数呈现出独特的单线条旋

律特征，这一特征的展现无疑是多种客观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针对如何突破音乐旋律线条单一、音色单调的困境，笔者在对各

类风格流派的作品进行深入剖析后，提炼出一种旋律技法，即通

过运用旋律宫调式的转调、旋律线条的模进处理以及同宫系统调

的运用，以确保音乐线条的推动与发展。

（一）旋律中的宫音转调

在西方音乐体系中，主音在旋律中发挥着一定的统领功能，

对于不协和的和弦排列结构，会出现和弦的疏导解决，如属七和

弦和导七和弦的解决，皆为调整结构的状态。然而，在传统的五

声调式中，宫音虽为判断调性的依据，却并非如西洋大小调般固

定，仅代表音高关系的界限。五声调式中，常以宫角之间的大三

度、角徵之间的小三度、徵羽之间的小三度、羽宫之间的小三度

排列为准则。构成七声音阶的前提是加入偏音，某一特定音既是

调式中的偏音，又是另一音列中的正音。这种双重音的表现形式，

满足了五声调式中无升降号的旋律技法要求。

（二）模进转调

在传统和声编配中，四声部的模进或级进等特定技术手段得

以运用。在音乐领域，模进转调也是一种常见的转调模式。该模

式的核心在于将两种五声音阶的音程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位移，

以确保旋律五声性的有效衔接。在转调体系中，包含多种转调离

调的方法，但尚未涉及模进转调的技术策略。然而，在小提琴协

奏曲《遥望故乡》中，此类方法得以呈现。通过羽调式中宫 - 徵

的模进转调，使得旋律流畅且自然。

（三）同宫系统转调

在近期相关转调过程中，通常存在两种宫音层面的转换。其

一是宫音向上五度的转向，例如宫调至徵调。其二为向下纯五度

的转向，以 C 宫系统为例，当 C 作为宫音时，无需添加调号，此

时 C 宫的下五度即为 F 宫系统。然而，近期相关的转调并非仅限

于宫系统，宫、商、角、徵、羽中的任何一个均可寻找相应的近

关系调。这一依据即为按照音程关系的排列规则，找到相应的宫

系统进行逐级排列。

二、非三度结构叠置排列

西方和声技术主导的模式常常采用三度结构的叠加排列进行

编配，在民族音乐体系中，这种做法等同于运用传统的七声调式。

然而，在结构方面，七声调式与五声调式存在形式和排列上的区别。

为了凸显某种音乐的具体风格倾向，大多采用省略三音等相关技

术手段。

（一）省三音

在音乐理论中，三度排列是一种常见的和弦构成方式。这种

排列方法是基于大小三和弦的定义，即以根音为基础，按照三度

音程关系进行排列。在这种结构中，三音与根音的音程关系是判

断旋律大小调特性的关键因素。然而，有时候为了达到特定的音

乐效果，我们会省略三音，使得和弦排列结构发生变化。

省略三音后的和弦结构，转变为一个相对和谐的纯五度音程

结构。这种结构的出现，既可以保持和弦的稳定性，又可以带来

一种新鲜的音乐感受。在音乐创作和演奏中，这种手法被广泛应用，

因为它可以使音乐作品更加丰富多彩，富有变化。

在实际应用中，省略三音的处理方式有两种主要情况。第一

种是在和弦进行的过程中，突然省略三音，这种手法被称为“减

三和弦”。第二种是在和弦构成上，省略三音，这种手法被称为“增

三和弦”。这两种手法都可以达到改变和弦结构，丰富音乐表现

力的目的。

此外，省略三音的手法不仅应用于和弦结构，还可以应用于

旋律的构建。在旋律创作中，省略三音可以使得旋律更加简洁明快，

富有动感。同时，这种手法也可以营造出一种空灵、梦幻的音乐

氛围，为音乐作品增添更多的艺术价值。

总之，省略三音是一种非常实用的音乐处理手法，它可以在

不影响和弦稳定性的前提下，改变和弦结构，丰富音乐表现力。

在音乐创作和演奏中，通过灵活运用这种手法，可以使得音乐作

品更加丰富多彩，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同时，省略三音的手法

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旋律的大小调特性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在音

乐学习的道路上，掌握这种手法无疑会对我们的音乐技能提升产

生积极的影响。

（二）代三音

在音乐创作和演奏中，旋律的进行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涉

及到音符的排列、音高的变化以及音色的搭配等多种因素。在这

个过程中，代三音的概念应运而生，它是指在原有旋律中，三音

的位置被其他音取代的现象。这种取代方式在传统民族调式中尤

为常见，因为它能够为音乐作品带来丰富的色彩和表现力。

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民族调式是其重要组成部

分。在民族调式中，音阶的构成不仅有宫、商、角、徵、羽五个

基本音，还存在正音和偏音的区分。这种独特的音阶体系为和声

的选择和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处理和声时，为了使旋律更

加和谐动听，人们常常需要将三音向宫音靠拢。

在徵和弦中，三音的替代方式尤为多样。根据旋律的需求，

演奏者可以选择使用宫音或羽音来替代三音。这种替代方式不仅

使得旋律更加丰富多彩，还使其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同样，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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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弦中，三音也可以由徵音或角音来替代。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

使得音乐作品更具艺术性，为演奏者提供了更多的创意空间。

代三音的应用不仅体现在和声处理上，还与我国传统音乐中

的五行、阴阳等哲学观念密切相关。在音乐创作和演奏过程中，

演奏者需要根据音乐的内涵、情感以及场景等因素，灵活运用代

三音技巧。这样，旋律才能更加和谐、富有变化，从而达到渲染

氛围、抒发情感的目的。

总之，在传统民族调式中，代三音作为一种和声处理技巧，

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它为音乐创作和演奏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性，使得旋律更加丰富多彩，表现力更强。在音乐表演

实践中，演奏者应深入理解和掌握代三音的运用方法，将其融入

到音乐作品中，以展现出更高的艺术水准。

（三）附加音

在民族音乐创作中，附加音和弦的使用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手

段。在和弦的选择与运用过程中，每个和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表

达。在旋律的和声走向中，和弦外音的出现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这些和弦外音不仅突显了民族调式旋律的特色，同时也营造出一

种紧张的氛围。

在传统的大小调体系中，和弦结构加外音通常以大三度为基

础，通过加入大二度或者大六度的根音或者冠音来实现。而小三

和弦则通过加入可构成小七度或者纯四度的根音或者冠音来形成。

在选择使用时，保持和弦功能的稳定性是首要前提，同时还要确

保色彩的准确把握与运用。

此外，和声纵向形态的分析在五声调式中的应用也是和声和

弦结构的基础。对于三音、四音、五音的处理与使用，也有着一

定的技术手段要求。以我国的民族音乐体系为例，蒙古族音乐大

多在五声及七声调式的基础上使用四五度音程的和弦处理。在乐

器的伴奏及歌者的演唱中，双四度、五度的技术手段得以广泛应用。

这种四度、五度的音程排列是对原有三度排列的一种革新。

在四五度音程的编配类别上，也存在三种技术层面上的界定：

一是纯四度的运用，二是纯五度的运用，三是纯四、五度的混合

使用。音程中的大小二度通常表达不协和、紧张之感，但在传统

民族调式中并没有大小二度的音程排列。因此，在和声的编配中，

大二度的和声编配得以大量运用，给人以特色、交织之感。

旋律的平稳进行过程中，每一个音符不仅是音乐情绪的表现，

更是对某种特定情感的寄托。而这种意境的表现力则依赖于不同

节奏型的组合。例如，柱式节奏型、半分解节奏型、完全分解节

奏型等，每一种节奏型都可以准确地表达特定的音乐情绪。在一

些宏伟庄重的大型作品中，为了烘托出沉重或悲痛的气势，柱式

和弦的和声连接被广泛运用；而为了描绘行云流水的山水之境时，

完全分解的音乐情绪则被充分展开。

（四）和声的纵向布局

1. 叠置式和声：在民族音乐中，叠置式和声是一种常见的和

声手法。它通过对多个音层的叠加，创造出丰富的和声效果。例如，

在蒙古族音乐中，常常采用双四度和五度的音程排列，这种纵向

的和声布局使得音乐更具立体感。

2. 嵌套式和声：嵌套式和声是指在同一个音层上，不同和弦

的嵌套使用。这种和声手法使得音乐在和声上更具变化和层次感。

在民族音乐中，嵌套式和声常常通过纯四度、五度的混合使用来

实现。

3. 对比式和声：对比式和声是指在音乐的不同部分，采用不

同和弦结构和音程关系进行对比。这种和声手法有助于突出音乐

的主题和情感变化。在民族音乐中，对比式和声可以通过大小二

度的音程排列来实现。

（五）和声与节奏的结合

1. 节奏型与和弦的关系：在民族音乐中，节奏型和和弦有着

密切的联系。不同的节奏型可以搭配不同的和弦结构，创造出独

特的音乐风格。例如，柱式节奏型适合与纯五度和弦相结合，展

现出坚定、有力的氛围；而半分解节奏型则与小七度和弦相搭配，

营造出抒情、优美的意境。

2. 节奏变化与和声转换：在音乐进行过程中，节奏的变化往

往引发和声的转换。这种转换可以通过和弦的省略、替代、附加

等手法来实现。例如，在徵调式中，通过省略三音，可以将大三

和弦转换为纯五度和弦，从而创造出一种宁静、和谐的气氛。

通过以上对民族音乐中和声手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

和声处理中，作曲家们巧妙地运用了各种和弦结构、音程关系和

节奏型，使得音乐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和表现力。这些和声手法不

仅体现了民族音乐的特色，还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在

今后的音乐创作中，我们应继续发扬和传承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

为世界音乐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民族调式的复合结构

我国作为文化艺术的大国，拥有着丰富的艺术宝藏。在音乐

领域，无论是表演还是创作，我们都有着众多兼具思想性和艺术

性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在舞台上展现出我国音乐创作的繁荣与

活力。在音乐创作方面，我们也不断突破传统的承袭模式，探索

出更多创新的元素。

这种创新体现在音乐的复合型结构形态上。这种形态在原有

的单线条旋律基础上，增加了纵向的层次感，使得音乐更具立体

感和厚重感。由于和弦的走向和音域的不同，所呈现出的音响效

果也各具特色，既有和谐的旋律，也有不协和的音列排序。然而，

这种不协和的音列排序却能够迎合广大受众的审美需求，成为一

种受欢迎的音乐形式。

以现当代在原始民间小调基础上创编的作品为例，这些作品

大多采用复合型结构框架来诠释音乐的旋律动态和演奏情绪。这

种框架不仅注重旋律各级数之间的纵向排列，还强调宫音与特定

宫音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中心音的不同，进而形成复合调

式。复合调式和复合和弦的使用，旨在使声部之间保持平衡进行。

通过这种平衡进行，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元的音乐作品，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这充分体现了我国音乐创作的创

新性和包容性，彰显了我国作为文化艺术大国的实力与魅力。

四、总结

通过对各类作品的深入研究，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声结构对塑

造音乐形象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将西方大小调调式结构与我国民

族音乐系统的音乐旋法进行有机结合，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

课题。通过对上述旋法的深入剖析，我们能够明确和声在技术和

情感层面对不同风格作品的支撑与推动作用，并意识到恰当准确

的和声编配对于丰富乐曲的艺术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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