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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声性音阶体系“之旋律调性分析 
周舟 

（星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视唱练耳学科  广东广州） 

摘要：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拥有表现其民族特色的音乐风格。按音乐风格、特点划分，我国常用的一种音乐体系是“五

声性音阶体系”音乐。它是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之上，加入偏音，构成六、七声音阶所形成的三种音阶体系音乐。作为华夏儿女，在

各音乐活动中将接触到“五声性音阶体系”音乐。因此对于我国音乐专业学习者来说，学会从音乐理论的角度分析、理解五声性音

阶体系音乐，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民族音乐的演奏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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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传统音乐是运用本民族固有的音乐形态、思维和音乐审美，

创作符合中国人审美的音乐。“五声性音阶体系”音乐则是中国传统

音乐中极具代表的一种音乐体系[1]。作为本国音乐工作者，或多或少

都将接触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而如何分析、理解 “五声性音

阶体系音乐”，准确地诠释本民族音乐风格，是专业音乐活动中必要

学习内容。乐理是专业音乐学习的基础理论课程，目的旨在分析音

乐中音高、调性、节奏等素材，掌握各风格音乐元素特点，从理性

及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音乐、服务音乐。因此如何精准的分析“五

声性音阶体系”音乐，以理性的思维指导音乐活动也是乐理课程中

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针对“五声性音阶体系”，乐理课程中有独立一章知识点，主要

围绕音阶、偏音、旋律三方面了解其中音乐特点。学习音阶、偏音

的形成与使用原则，是 “五声性音阶体系”的基础，而五声性音阶

体系的旋律调性分析则是检验本章所学知识是否融会贯通的依据，

更是连接实际音乐活动的重要教学环节。 

二、“五声性音阶体系音乐”调性分析的教学难点 

（一）旋律调性分析难点 

针对“五声性音阶体系”乐理教学，授课教师们都有各自熟悉

的一套教学思路和讲解方式。本人通过教学实践，在讲授本章调性

分析内容时，总结发现学生 常出现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二）六、七声旋律调性分析失误 

旋律调性分析是“五声音阶性音阶体系”教学的重点内容。授

课逻辑一般从五声调式旋律分析开始，逐步过渡到分析六、七声调

式。教学过程中学生们通常可以较好的完成对五声调式的旋律调性

分析，进入六、七声旋律调性分析后，则因无法区分骨架音与偏音，

常出现分析失误。 

（三）大小调式、五声性调式的旋律混淆 

音乐活动中，存在各种音乐体系，因此乐理教学中的旋律调性

分析，也包含各种音乐体系的旋律调性分析。在基本完成“五声性

音阶体系”的授课学习后，往往将大小调式体系与五声性音阶体系

的旋律进行综合调性判断出题。学生根据旋律运动、调式等特点做

调性判断。五声性音阶体系教学初，旋律调性分析控制在单一的调

式系统下，学生不必考虑其他调式音阶系统，运用本章知识点解题

即可。而当加入大小调旋律题目时，学生们要先能区分旋律所属调

式系统，再根据正确的调式体系进一步分析调性。因此，在多调式

系统的前提下，如果不能正确区分旋律调式系统，继而无法做下一

步的调性判断。 

三、明概念、抓基础，解决分析难点 

（一）难点概念解析 

旋律调性分析难点，主要由两方面因素造成：一是对“五声性

音阶体系音乐”中，基础五声骨架音以及偏音的概念理解不够透彻，

继而找偏音准确率低。二是对两种调式系统旋律写作手法认识不足，

继而无法清楚认知它们在旋律中应用规则。 

突破分析难点，需捋顺模棱两可的概念认知，具备清晰的解题

思路，解题步骤，判断调性有理有据、逻辑清晰，才能保证解题的

正确性。 

（二）“五声性音阶体系音乐”中五声骨架音及偏音的特点及使

用原则 

五声音阶是“五声性音阶体系”的基础调式，调式音阶是由向

上纯五度排列起来的五音，按照从低到高的音高关系重新排列，分

别为“宫、商、 角、徵、羽”[2]。在五声调式上加入偏音，形成六、

七声调式。五声调式及六、七声，之所以统称为“五声性音阶体系”，

是因为音乐的律动始终围绕”宫、商、角、徵、羽“五声骨架音来

进行。 

六、七声调式旋律中的偏音，作为丰富调式的色彩音，其使用

有规律可循： 

在旋律中相较骨架音，偏音的使用受限制。往往出现次数少且

多用在弱拍、弱位上，另外偏音多数以级进方式进行到骨架音 

（三）对比大小调式、民族调式的旋律写作手法特征 

大小调式是由七个音级按照一定的音高关系排列构成。调式音

阶的主音即Ⅰ级，通过主音就可确定音阶调号。反观五声性音阶体

系，各五声骨架音都可作为主音，但音阶是通过宫音来定调号。另，

大小调音阶有稳定与不稳定音级，不稳定音级需进行到稳定音级，

称之为解决。调式强调Ⅰ级中心音：导音（Ⅶ）上二度解决到主音

（Ⅰ）的级进模式，常体现在乐曲结尾，即突出音级解决的原则又

体现中心音的重要性。虽在五声性音阶体系中，六、七声调式的偏

音也需要解决，但偏音与不稳定音级不同，它的使用受到限制。 



理论探讨 

 198 

大小调式脱胎于中古调式，对比中古调式，更强调导音半音解

决到主音的主调音乐形式，与同时期不断发展的和声体系使主调音

乐发展得到强化与巩固。中国的五声性音阶体系形成，是由向上纯

五度排列形成，由于纯五度的排列形式，造成音阶中无半音倾向。

因此，调式系统并不像大小调强调主音（中心音），没有半音倾向问

题，且五声音阶体系各骨架音都可作为主音使用。[3] 

对比分析两种调式音阶产生背景及音阶中的音级特性，可总结

它们在旋律中的实际运用有如下差异： 

1.大小调有稳定、不稳定音级，但不稳定音级使用不受限制，

可级进也可跳进，解决时遵循就近解决原则（可以小二度解决到稳

定音级，就不大二度进行到稳定音级），调式强调主调音乐，导音上

二度解决到主音（多用于乐句结尾处）。五声性音阶体系的偏音不像

五声骨架音在旋律里可自由进行，而是常以级进为主，进行至骨架

音。 

2.五声音阶体系中的偏音出现次数少，多数情况在弱拍弱位，

旋律形成以大 2 度至 3 度的音程关系为主的旋法（偏音与音级之间

构成小二度，偏音少出现自然旋律音程关系多是大 2 度、3 度）。大

小调中的不稳定音级除了需解决，没有其他的使用限制，可反复、

跳跃出现，旋律通常可用连续的半音进行。 

3.大小调式出现同期，和弦织体发展，因此大小调旋律也会常

出现分解和弦式的旋律运动。而五声性音阶体系是强调单声部音乐

的旋律流动，较少有和弦分解式旋律存在。 

四、梳理解题逻辑，明确分析步骤 

了解“五声性音阶体系“旋律分析的难点，及产生缘由。接下

来就是如何在教学活动中循序渐进解决知识难点。从基础分析开始，

明确概念，由浅至深，由易至难的教授解题步骤： 

（一）五声调式分析 

1.五声调式音阶分析 

五声调式音阶是“五声性音阶体系“的基础，做调式旋律分析

之前，首先对调式音阶要有清晰的认识，完成对五声音阶的分析。 

五声调式音阶分析时，应明确两个知识点：1.五声性音阶体系

中由宫音定调号，五声骨架音都可做主音 2.在五声调式音阶中，有

且只有一个大三度由宫音与角音构成。以下是五声音阶调性分析的

做题步骤： 

1）找大三度——宫角两音，确定音阶所属宫系统及调号 

例：1.1 

 

例 1.1 音阶大三度伟 bA—C，判断 bA 为音阶宫音，调号为 4 降 

2）根据宫音找主音（音级名称）明确调性 

 

由宫音 bA 可知主音 bB 是商音，因此音阶调性为 bB 商五声音阶 

2.五声调式旋律分析 

五声调式旋律分析难度并不大，只需明确旋律主音，接下来按

照五声调式音阶分析的逻辑解题即可。以下是五声调式旋律分析的

具体步骤： 

1）找主音，列音阶（通常情况下，主音是旋律结尾音） 

例 1.2 

 

例题中将结尾音#C 作主音，根据旋律出现音按照高低关系，列

音阶如下： 

 

2）找宫音、定调号（找音阶中的大三度，确定宫音位置） 

根据所列音阶，找大三度为 E—#G，判断宫音是 E，调号 4 个升 

3）由宫音明确主音音级名称，定调性 

宫音为 E，因此主音在 E 宫系统中是羽音， 后判断旋律调性

为#c 羽五声调式 

（二）六、七声调式分析 

六、七声调式音阶在五声调式基础上，加入偏音而成。无论是

调式音阶或旋律的调性分析，六、七声调式需正确识别使用的具体

偏音进而明确调性。 

“五声性音阶体系“中偏音一共有四个，分别是：Ⅳ清角、#Ⅳ

变徵、Ⅶ变宫、bⅦ闰。要注意的是#Ⅳ变徵是指在将原Ⅳ升高半音，

而不是单纯添加升号的Ⅳ，同理，bⅦ闰是指将原Ⅶ降低半音。六、

七声调式中使用的偏音通常是固定搭配：六声调式使用Ⅳ清角或Ⅶ

变宫。而七声调式有三种调式结构分别是清乐、雅乐以及燕乐，其

中三种调式的偏音依次为清乐（Ⅳ清角、Ⅶ变宫）、雅乐（#Ⅳ变徵、

Ⅶ变宫）、燕乐（Ⅳ清角、bⅦ闰）。了解偏音音级以及在六、七声调

式中的搭配原则，就可进一步做音阶、旋律的调性分析。 

1.六、七声调式音阶分析 

六、七声音阶分析的逻辑与五声音阶基本一致，但偏音的出现，

导致音阶中的大三度（宫—角）不只一个。与旋律不同，音阶无法

在律动中区分偏音与骨架音，造成六、七声的音阶调性分析可能存

在多个调性。因此分析六、七声音阶调性时，解题步骤要多考虑一

步： 

例 1.3 

 

1）找宫音、定调号 

 

例题 1.3 的音阶中，由两个大三度：bD—F 为大三度，则宫音是
bD，调号 5 个降；bA—C 为大三度，则宫音是 bA，调号 4 个降。 

2）确定宫系统，定主音音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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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 bD 为宫，则主音是羽音；若以 bA 为宫则主音为商音 

3）看宫系统偏音，定调性 

 

以 bD 为宫，主音是 bb 羽，偏音是 c（变宫音），判断调性是 bb

羽六声音阶（加变宫）；以 bA 为宫，主音是 bb 商，偏音是 bd（清角），

判断调性是 bb 商六声音阶（加清角）。 

2.六、七声调式旋律分析 

与六、七声音阶中，偏音与骨架音无法看出差别，因而音阶中

出现大三度都 

可做宫角定调。但在旋律中，偏音与骨架音有明显的主次之分，

通过节奏位置、使用次数、使用形式体现出来。因此六、七声调式

的旋律调性分析 重要的一步是如何找到偏音，再根据具体情况确

定宫音 

例 1.4 

 

1）找主音、列音阶 

例 1.4 旋律结束音为音阶主音，从 g 开始列音阶为： 

 

2）找偏音、去偏音 

偏音在音阶中小二度位置，找到小二度再根据偏音的特点：短

（常出现在较短的时值中）、少（与骨架音相比出现次数较少）、弱

（常在弱拍、弱位中使用），级进解决（偏音进行常受限制，通常以

级进-2、3 度进行为主解决），确定小二度中，哪一音为偏音。 

例 1.4 旋律所列音阶中，小二度是#C—D 与#F-G，根据偏音特点，

可判断#C、#F 为偏音 

3）找宫音、定调号 

排除偏音#C、#F 后五声音阶中 G—B 为大三度，因此 G 为宫，

调号 1 个升号 

4）看偏音、根据主音、宫音定调性 

在 G 宫调式中，#C 为#Ⅳ，#F 为Ⅶ，可判断旋律调性为 G 宫雅

乐调式 

（三）五声性音阶体系与大小调式音阶体系的旋律分析 

判断旋律调性时，常会结合唱来分析。区分民族调式及大小调

也可直接从唱的部分，感受旋律调式风格。但，唱谱较困难时，则

要借助谱面分析，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两种调式上，不同的旋律写

作手法，从而区分调式 

以下是两种调式体系对比，通过对比区别调式特点，用于分析

判断。 

1.五声音阶调式体系： 

例 1.5 

 

1）强调五声骨架音，旋律多以 2、3 度进行为主 

例题 1.5 旋律中，方框所框出来的旋律，多数以 2 度加 3 度进

行为主，这是民族调式旋律的特征之一。 

2）偏音使用受限制，通常以“短、少、弱”形式出现，且以级

进为主 

例题旋律调性为#g 羽六声调式（加变宫），用椭圆记号框出的#a

为偏音变宫，从本条旋律中可以观察，偏音只出现一次，且以二度

级进出现。 

2.大小调式音阶体系： 

例 1.6 

 

1）大小调式中以主音为中心音，但各音级不受限制出现，多出

现连续 2 度级进进行 

例 1.6 第三小节以二度的连续级进进行将旋律推向高潮部分。 

2）大小调调式中的不稳定音级需解决到稳定音级，多体现在旋

律中导音到主音的小二度进行中。 

旋律例 1.6 调性为 b 和声小调，旋律结尾为#a-b 是明显的导音

上二度进行到主音的形式，突出主调音乐特点。 

3）大小调式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和声体系的发展，造成旋律中除

连续级进外，也有大量分解和弦进行。 

分析例 1.6 谱例和声功能，例题中大量使用了调内和弦分解推

动旋律发展。 

五、结语 

在乐理教学中，“五声性音阶体系”的旋律调性分析无疑是检验

学习者是否对本章内容融会贯通的重要题型，亦是以理论知识指导

音乐实践、认识“五声性音阶体系”音乐的中心环节。文章意在找

到“五声性音体系“的旋律调性分析难点，究其缘由，明确解题逻

辑，降低因概念不清造成的解题错误。本文根据自身教学总结学生

学习过程中的主要差错，但并不能概括”五声性音阶体系“中旋律

调性分析的所有问题，期望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发现与攻破教学难点，

以严谨、细致的教学思路服务于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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