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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变和弦”在江苏中小学音乐教师编制考试中的实际应用

高　见

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1

摘　要：传统和声中，变音的应用是调式发展的主要特征，是调式思维复杂化的主要表现。变音的性质，根据其不同的来

源与作用，有离调性变音体系、调式交替性变音体系、装饰性变音体系与调内变音体系之分。“和声分析”作为中小学音

乐教师编制考试的主要知识点（题型），其具体内容，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近几年都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而其中

考查“三类变和弦”（即：离调性变和弦、调式交替性变和弦和调内变和弦）在具体作品中的应用，也越来越成为大部分

考生在编制笔试中的一个难点和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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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几年考试中该题型现存的主要问题来看，对形成

调式复杂思维构造基本前提的三种变和弦生成原理与结构

逻辑的清晰把握，以及对变音属性的科学研判，是笔试考

试中最大的不足。现围绕三类变和弦的具体案例逐一说明。

1. 三类变和弦的基本构造原理与生成逻辑

1.1 离调性变和弦的构造与原理

谱例 1.

该作品片段的调式调性清晰可辩：A 大调。其变音主

要是第一小节三、四拍的还原 G 音。对其属性该如何界定？

我想，首先就要理清三类变和弦的生成逻辑：离调变和弦

主要是暂时离开原调，以形成一个临时调的属和弦、下属

和弦，构成短暂进入另一个调的现象为主要特征，如 V7/

II、VII7/V、IV/IV、b5II7/V 等。交替变和弦（此处主要指同

主音交替变和弦）是同主音大小调相互渗透影响的结果，

主要涉及调式的 III 级、VI 级、VII 级音。具体又可分为两

类，即：大调中引入同主音小调的变音，则形成交替大—

小调变和弦，如：b3IV 、bVI、bIII、bVII 等；小调中引入同

主音大调的变音，则形成交替小—大调变和弦，如：#III、
#VI 等。调内变和弦则主要是为了加强进入本调主和弦根音、

三音与五音的半音倾向而产生的变和弦。按属到主的和声

进行来看，可产生 b5V7 、
b3VII7、

#3VII7 等变和弦；按下属到

主的和声进行来看，可产生 bII、#IV 等变和弦，亦可在离调

和弦中形成，如 b5V7/V 等。

基于上述梳理，该谱例变音处所形成的和弦为 A—#C—

E—G 大小七和弦（常见的属七和弦结构），再结合调号的

变化（三升变两升），该和弦已临时成为 D 大调（或 d 小调，

但后面的接续和弦为 D—#F—A 大三和弦，故为大调）的属

七和弦。调性短暂进入到了 D 大调，具有经过性、临时性

与未完成性，其和弦标记为 V7/IV。再结合其后的 IV 级和弦，

正好可形成离调和弦常见的进行方式：V7/IV—IV（即：形

成临时调性 D 大调的 V7—I，此处低声部的 A 音为持续音，

V7/IV 处其参与了和弦的构建，IV 级处未参与和弦的构建。

关于持续音的意义与用法不在本文讨论范畴）。

1.2 调式交替性变和弦的构造与原理

谱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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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为 C 大调。第三、第四小节的 bA—C—bE 变音三

和弦又该如何界定呢？我们可稍作如下思考：其中的变音

E 与变音 A，属于 C 大调的 III 级音与 VI 级音，其均来自 c

小调的变音，而 C 大调与 c 小调属同主音大小调关系。很

显然，这两个变音是两调交替的结果，所以该和弦应属同

主音交替变和弦，标记为 bVI，其主要是将原调的小三和弦

通过交替成为了大三和弦。第五小节的 F—bA—C 三和弦，

亦是同主音大小调交替的结果，其主要交替了同主音小调

的 VI 级音，标记为 b3IV，该和弦则主要是将原调的大三和

弦通过交替变为了小三和弦。由于上述交替变化是在主音

不变的情况下发生，故属于同主音大小调交替变和弦范畴。

1.3 调内变和弦的构造与原理

谱例 3.

上例为 #c 小调。第三小节的第三、第四拍与第七小节

的第四拍均采用了 #G—#B—还原 D—#F 七和弦。该变和弦

又该如何界定其类别呢？首先，从该变和弦的后续和弦看，

都进入到了主和弦；其次，变音还原 D 都半音进入到了主

和弦的根音（主音）；再次，从所处位置来看，两处变和

弦位于乐句、乐段的终止处，强化了对主和弦根音的半音

化倾向。显然，该和弦变音，既非来自调性偏离的变化，

也非来自其同主音大调 #C 大调，其本质是强化对本调主和

弦的半音化倾向，故属于调内变和弦，其标记为 b5V7。当然，

通过分析，我们也能很清楚的看到，调内变和弦其变音主

要是基于调内 II 级音的变化，如降低 II 级音则半音进入到

主和弦的根音，如升高 II 级音则半音进入到主和弦的三音

（小调不需要）。如想半音进入到主和弦的五音，对于大

调来说，用和声大调的概念即可自然化的半音进行到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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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的五音，如（b7）VII7、（b5）II 等；对于小调来说，则

需围绕本调的下属音，即 IV 级音进行变化。属系统和弦，

可有 #7V7、
#5VII7、

#1IV 等。

如了解调内变和弦主要是基于本调 II 级音的变化这一

特征，那么，第七小节第三拍的变和弦便可很快洞悉其变

音属性的内核，还原 D 音依然是主调 #c 小调的 II 级音，应

首先考虑调内变和弦的运用，但并非绝对化，比如：

谱例 4.

该处调性为 C 大调，第四拍的 bD 音虽为该调 II 级音，

但此处应该解释为离调性变和弦 VII
4
3 /IV。原因是：该处

变和弦并未对主和弦各音形成半音化的倾向，而是利用其

减减七和弦的性质，通过 VII
4
3 /IV—IV 的和声进行，形成

了 F 大调的 VII
4
3 —I 的临时进行。再如：

谱例 5.

我们依然以 C 大调为例，该片段第四拍的 #D 音依然为

该调的 II 级音，但此处依然应该解释为离调性质的变和弦：

V
6
5 /III。原因同上：该处变和弦并未有对主和弦各音的半

音化强化倾向，而是利用其大小七和弦的性质，通过 V
6
5

/III—III 的进行，形成了 e 小调的 V
6
5 —I 的临时和声进行，

构成了暂时进入到另一调的现象。

而该例第七小节第三拍的变和弦则不同。很显然，其

与第四拍共同形成了 bII6—
b5V7—I（关于 bII 级和弦、后述）

的和声进行，用完全终止的形式，强化半音化的进行，加

强了调内主和弦的中心性与稳定性。

2. 个别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

以上通过谱例对三类变和弦的结构逻辑、生成原理以

及变音属性的研判作了分析与梳理，下面将围绕近几年江

苏中小学教师编制考试中的个别具体案例进行探讨。

2.1 离调性变和弦与交替性变和弦的实际运用

谱例 6.

题目要求对该作品片段进行调式调性判断、分析指定

的和弦并将旋律部分译成简谱。仅调式调性判断这一项，

正确率应该不算高，后续两项要求的正确率将更低。对于

调式调性的判断，除依据变音外，结构层面尤其是终止式

的处理尤为重要。该片段很明显由两个平行乐句构成，即 a

（4）+a1（4）。作品始于抑扬格、纯四度上行、号召式音

调、属主进行，很明显为 F 大调，第一句落于 F 大调属和弦，

形成半终止，也很明确。关键是第二句，因最后依然落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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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三音，故大部分同学依然断定为 F 大调，为开放性乐

段。实则不然，仔细观察最后一小节的一、三拍，B 音的还

原，和弦 G—B—D—F（大小七和弦，属七结构）至 C—E—

G 的进行，显然已形成 C 大调的完满终止（1、两个和弦均

为原位；2、主和弦处于强拍；3、主和弦根音旋律位置）。

我们再往前看（第七小节的第三拍）自下往上 G—C—G—E

（重复属音）的排列，已然是 C 大调的 K 6
4 和弦。而本小

节第二拍 bA 音（实则 C 和大的特征音）半音化至 G 音（C

大调主和弦的五音），形成的调内变和弦，都暗示该片段

第二句已然建立在了 C 大调上，而第一句所落的 F 大调属

和弦则成为两调的共同和弦（C 大调的主和弦）。从此处，

形成了 C 大调的主（第四小节）—下属（第五小节）进行。

所以，基于调式调性的正确研判，后续要求尤其是和弦的

分析才有可能提高正确率。显然，5—8 小节的和声分析应

该在 C 大调的语境中展开。

下面我们就第六小节后三拍和第七小节的最后半拍两

处变和弦展开探讨。

对于三拍和弦中 #C 变音属性的界定，结合三类变和弦

的逻辑内核，可明显梳理出如下几个要点：其一、该音并

非 C 大调的 II 级音，可基本（并非一定，有时 #C 音可看

做 bD 音，成了 II 级音）排除调内变和弦；其二、该音在 C

大调中可解释为 d 和声小调的导音（#VII 级音），纵向结合（A、

#C、E、G）已构成 d 小调的属七和弦，且第七小节开始为

C 大调的 II 级和弦，已形成 C 大调的 V 6
5 /II—II（即 d 小调：

V 6
5 —I）的进行。呈现出调性的经过性、临时性与未完成

性，离调性变和弦特征明显；其三、大调中出现升号变音，

非交替变和弦的主要特征（注：大调交替同主音小调，实

际引入了 III、VI、VII 级降号音；小调交替同主音大调，实

际引入了 III、VI、VII 级升号音）。基于此，该和弦应属离

调性变和弦。

第七小节的最后半拍，和弦的逻辑内涵与上述和弦如

出一辙。其一、单从调性角度看，变音 #F 和 bE 的出现，

已形成 G 和声大调的调性语汇。且从纵向和弦（#F、A、C、

bE）结构来看，已构成 G 大调的导七和弦。从第八小节开

始的和弦，即 C 大调的 V7 和弦，结合第七小节的第三拍和

弦，已形成 C 大调的 K 6
4 —VII 6

5 /V—V7—I 的和声进行。

该调性（G 大调）依旧具备经过性、临时性、未完成性等

离调性变和弦的特征。

而第七小节第二拍后半拍 F—bA—C 三和弦的运用，则

与上述思维不同。bA 音的介入不能简单理解成调式层面的

临时变化（自然大调临时进入和声大调），应该考虑 bA 音

是由 C 大调交替其同主音小调所致，和弦标记为 b3IV。

2.2 调内变和弦的实际运用

谱例 7.

该作品片段为 #c 小调。第一小节为 I 级和弦、第二小

节为 I2 和弦（经过性的七音）、第三小节第一拍为 VI 级和弦。

其第二拍出现变音还原 D，如何界定？有了前面的分析研

究经验，此处一目了然，还原 D 音为 #c 小调的 II 级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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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调内变和弦的运用。当然，此处的变和弦有些特殊，

我想先做一简要说明：
bII 级变和弦主要用于 17 世纪的那不勒斯乐派，且以

六和弦的形式出现，故称为“那不勒斯六和弦”或简写为

N6。其早期主要用于小调，18 世纪后逐渐在大调中运用，

以丰富作品的色彩。但其本质都是将原来的小三和弦或减

三和弦变为了大三和弦，故在大调中 bII 级和弦是根音与五

音同降的三和弦，而在小调中是仅降低根音的三和弦。

谱例 8.

               C 大调                                   a 小调

观察上述变和弦中的变音：大调中的 bII 级音、bVI 级

音多进入到主和弦的根音和五音；小调的 bII 级音多进入到

主和弦的根音。尽管在具体运用上，bII 级和弦主要进行到

各类属功能和弦，如 V 级、VII 级和弦、各类属变和弦、终

止四六和弦等，以体现下属—属的功能进行。但因其变音

进行常常与调内变和弦相通，故有时会被作为调内变和弦

来看。

第四、五小节是个难点：此处位置重要，既是引子导

入的结束，又是主题的开始。考虑整体的和声逻辑（即强

调其功能性进行），第四小节第一拍前半拍的 #F 音（右手

自上而下可看作三个层次）应看作延留音，其随后二度进

入到的 E 音（第一层次）才是此处真正的和弦音；#B 音（第

二层次）应看作倚音，其随后的 #C 音是真正的和弦音；G

音（第三层次）保持。第二拍前半拍的 #C 音（第二层次）

看作延留音，其后的 B 音是真正的和弦音；第一层次的 #D

音可看作先现音，随后的 #5V7 构成调内变和弦，#D 音半音

化进行至主和弦的三音 E 音。基于此，第四、五小节的和

声进行为 K 6
4 —#5V7—I。再将刚才分析 bII 级和弦纳入进来，

整体形成 bII6—K 6
4 —#5V7—I，这样更符合和声序进的功能

逻辑及终止式的处理要求。

3. 结语

本文通过具体案例对“三类变和弦”的结构逻辑及生

成原理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研究，旨在强化学生通过对“变

音属性”的研判能力，以突破和声分析技术的不足，进而

深化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培育学生作品的文化敏感性，提

升新时代音乐师范生对具体作品的文化理解能力。本文介

入大量西方谱例，其目的主要还是培养学生充分掌握“文

化理解”的内涵：即“不仅让学生认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

的博大精深及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坚定文化自信；而且

还应了解其他国家的音乐文化，以平等的文化价值观理解

世界音乐的多样性”。借此逐步实现学生的人文积淀、人

文情怀与审美情趣，进而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立足综合

育人、落实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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