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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之槌》这部作品创作于1954 年，是布列兹为女低音

和室内乐队而作的，它是整体序列音乐的代表作。作品的第

一、三、七以及第九乐章的结束部分的音高材料是采用的“音
级乘法”（Pitch-class multiplication）技术写作的，这一

技术也是首次出现在其作品中，且通过这部作品将其发展成为一

个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下面将第一乐章为例对其音高材料进行
详细的分析。

整个第一乐章分为九个小部分，每部分结束一小节以速

度减慢为界，下一部分开始再回到原速。该乐章所使用的是以
排列 Ag【Sm（tn2），asd5】— af（tn2max）为原始序列，即

对称中心为Sm（tn2），对称数字为asd5的排列Ag（tn2max）。

其音组含数分别是tn2/tn4/tn2/tn1/tn3，而后再将该原始序
列进行循环排列，得到五种排列形式，这五种形式中音组含数

就构成了音级乘法技术理论的原始素材，通过乘法运算两两相

乘就得到各自的音级乘积，这些乘积就是作品中音高材料的唯
一来源。

在下面的图表中，清楚地呈示了在第一乐章中九个部分每一

部分所使用排列形式和音级乘积的具体情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各部分的排列形式有其内在的规律，

除第一、二两部分分别使用的是原始序列os和循环排列Ⅳ（co4）
以外，从第三至第九部分则使用的是以co4为轴的镜像对称结构

（这里再一次出现“对称”这一概念，由此可见，音级乘法从理论

到实践的整个过程中，无不体现其对于“对称”这一现象的“青
睐”）。从排列形式的使用数量上看，除了序列原形os以外，其余

全部是使用的循环排列，且每个循环排列形式都使用了两次，这

体现了作曲家在这个部分更偏向于对循环排列音级乘积的使用，
接下来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段落进行分析。

下例是对第一乐章的第一个部分（1-10 小节）所作的分析

图示，这也是第一乐章中唯一使用的一次原始序列的排列形式，
相应地，该部分所使用的音高材料是原始序列的音级乘积 P P

（os）。

1　第一部分的分析
谱例 1《无主之槌》第一乐章第一部分（1- 1 0 小节）分

析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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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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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第一乐章九个部分各自所使用排列形式和音级乘积的具体情况
如谱例中所示，方框内所使用的音

高材料是音级乘积PP（os）中的乘积素

材（原始序列音级乘积 PP（o s）的领
域hf1 — hf5），音级乘积（红色字母

表示）是以声部为单位横向陈述的方式

进行陈述的。在具体操作中，作曲家为
了避免纵向音级的重复，采取了两种方

法，其一就是将凡是有可能产生重复音的两个乘积中的其中一个

乘积进行移位处理，其二就是采用如谱例中笔者所标注出的方

法，将两个纵向同时演奏的乘积作为共用的重复音级来处理，
这样一来，二者就必定有一个乘积的音级是不完整的，谱例中

笔者用蓝色的圆圈画出的音级即为重复音级，并用箭头指向另一

乘积（缺少重复音的不完整乘积）。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曲家在创作实践中严密

思索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真正做到了让每一个音的出现都

有理有据，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旷世的精品，这也从音乐创作
中体现出其做事做人的方式和态度，他必定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习

的楷模。

2　第二部分的分析
下面是第一乐章第二部分的分析片断，该部分使用的音高材

料是循环排列Ⅳ（co4）的音级乘积PP（co4）。

谱例2 第二部分片断（11-15小节）分析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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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谱例的分析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跟第一部分不同的是，
这一部分的音高材料采用的是音级乘积纵向的陈述方式进行陈述

的，从上往下四个声部同时构成一个乘积，上方粉色方框上的字

母表示的是含有该音组的部分同构的音级乘积。谱例中的每一个
黑色方框内所包含的音级都分别表示一个乘积，在这一片断中第

11-12小节是音组e的四个部分同构乘积de、ce、be和ee，第13

小节是音组d的两个部分同构乘积dd和ed，第14-15两小节是音
组c的两个部分同构乘积dc和cc（原始序列的循环排列Ⅳ（co4）

的音级乘积PP（co4）的领域hf1—hf5），其音组的部分同构乘积

是按照从e到a的逆行形式呈现的。
接下来是对第一乐章的第九部分（81-95小节）所作的分析

图示，该部分使用的音高材料是循环排列Ⅱ（co2）的音级乘

积 P P （c o 2 ）。
3　第九部分的分析

谱例3 第一乐章的第九部分（81-95 小节）分析图示

这一部分所采用的是音级乘积PP（co2）中的音高素材（原
始序列的循环排列Ⅱ（co2）的音级乘积PP（co2）的领域hf1—

hf5）。从谱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跟前面提到的两个部分不同的是

作曲家在这一部分先是是采用纵向的方式进行陈述，到了第86小
节则采用纵横交错的方式陈述，最后再一次回到纵向的方式进行

陈述（这里有如陈述方式的“对称”排列）。上方和下方粉色方框

上的字母跟前面的分析一样属于含有该音组的部分同构乘积，可
以看到上方的方框上分别是e、d、c、b、a；下方粉色方框上分别

是a、b、c、d、e，好像是下方方框里用的是原始序列原型的部分

同构乘积，而上方方框则用的是原始序列逆行的部分同构乘积。
从这二者出现的位置来看，又有如两个部分同构乘积的逆行模仿。

谱例中，笔者用两种不同的颜色将两个部分同构乘积区别开

来，上方乘积用红色字母表示，下方乘积用蓝色字母表示。在
第88小节也出现了在第1-10小节分析中同样的情况，即是为避

免在纵向同时奏出的音高中出现重复的音级所采用的共用重复音

级的办法。上方各部分同构乘积排列几乎都是按从e 到 a 的顺
序，如第一组部分同构乘积的排列是按照ee、de、ce、be 顺

序。而下方则几乎只使用了含b 的部分同构乘积，其中由于含

b 的部分同构乘积本身只有五个，那么就势必出现相同的乘积，
为避免重复音级的现象，作曲同样也使用了将相同乘积进行移位

处理的办法，每一个黑色方框仍然表示一个乘积。从谱例上

看，这上下两个和音领域的精心设计是如此地别具匠心、精妙
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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