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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本国内和声学教材的教学内容的比较 ①

彭浩宇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通过比较的方法对我国国内学者编著的四本和声教材从教材内容的整体侧重点到具体的四大内容的阐述进
行较详细的比较，同时对这四种教材体系各自的教学宗旨、教学风格、教学方法上的特点及异同之处做出一定的分析与归

纳，并以此作为和声教学中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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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音乐教育日益繁荣的今天，和声学已成为各地音乐
院校中一门必须普遍学习的基础技术理论课程。然而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前，我国的大部分和声学教材都是沿
用直接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和声学原著，而这些著作并没有

对我国音乐创作中出现的具有民族风格特点的和声进行

分析与研究。正因为如此，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我国

专业音乐教育与音乐创作的先行者肖友梅、黄自、吴梦非

等就开始对我国本民族的和声问题进行不懈探索与总结。

经过几代理论家与学者的努力，既包含有欧洲传统大小调

体系的和声内容，又对我国本民族的和声风格进行了系统

总结的和声学教材纷纷破茧而出。特别是７０年代末到现
在的２０多年里，国内这一类和声学教材的出版进入了一个
黄金时期。

到现在为止，从各种不同角度编写的和声教材种类已

经很多。由于每一位著作者都有他自己的设想与要求，都

有其各不相同的教学目的，所以就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教材

体系。在这些教材体系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既然如

此，作为一个从事和声教学的工作者，该如何从这些众多

的教材体系中理出头绪来？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进

行比较。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他们的异同以及异中之同，

同中之异；才能更好地了解每一种教材体系的指导思想、

教学特点与风格，从而用以指导和提高我们的教学。

本文便以此为宗旨，尝试以比较的方法，对我国国内

学者编著的四本和声教材从整体的内容范围到某些具体

内容逐一进行比较，以便进一步把握这些教材的教学目

的、教学风格、教学方法及各自的特点，来作为我们在和声

教学实践中的借鉴与参考。这四本和声教材分别是：《和

声的理论与应用》（桑桐）、《和声学教程 －理论与应用》

（吴式楷）、《和声学基础教程》（谢功成、马国华、童忠良、赵

德义）、《和声学新编》（沈一鸣）。

一　教材整体内容的侧重点的比较
作为本国的和声教材，这四本书除了讲授欧洲传统大

小调体系和声以外，还对我国自专业音乐建立以来经过长

期实践探索形成的有民族特点的和声理论与运用也作了

一系列的归纳与总结。尽管这四本教材在主体内容上基

本一致（都包含着两块内容），但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却各有

不同，而且对每一具体内容所阐述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也

各有差异。

从整体内容的侧重点来看：吴式楷的教材在内容上十

分突出“民族性”。他在绪言中就谈到“研究中国民族音乐

创作中和声应用的规律与方法，应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一条

主线”，“全书的整体应力求体现和声的基本原理与我国音

乐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他的这些思想都鲜明地体现

到了其教材内容上：他把全书的和声理论都建立在自然大

调与自然小调的调式基础之上（而我国以五声为基础的民

族调式就正是以自然调式为基础），这样就可以从教材第

一章内容开始就把和声与我国民族音调相结合，使学生从

学习和声的一开始就接触到和声的民族风格问题，而且能

够提早把所学的初级和声材料运用到民族音乐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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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三本教材则都是以自然大调与和声小调为调式基础，

所以一开始就都是进入传统和声学的内容，一直到后面才

辟出专门章节讲述民族调式；吴式楷的教材为了突出“民

族性”的特点，在教材各个章节的内容选定与技术处理的

细节上，除了包含有传统规范带有普遍性的和声内容与技

法之外，还包含有我国音乐创作实践中的某些特殊的和声

用法，而且通过大量的民族音乐曲例来加以说明。尽管另

三本教材也有专门的章节讲授民族调式，但是他们明显是

以传统的大小调体系的和声内容为主线。

吴式楷的教材在内容上的另一特点是“理论性”。这

个“理论性”是指对和声手法的风格特点与历史演变的理

论阐述上。他在绪言中提到“要使学生在掌握纯和声技法

的同时也能真正通晓和声发展的历史继承性与和声手法

的风格差异，从而在实践上才能更深刻地剖析各种和声现

象”。因此，他除了在各章节的基本内容里对每一和声手

法的产生、发展及时代背景均作了阐述外，还在许多章节

后都附加了《补述》内容，而这一内容主要就是对某一和声

手法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典型运用、风格特点及历史发展演

变的概述，在最后一章还对某些历史阶段所特有的重要和

声特征及欧洲和声技术的历史发展作整体概括。例如在

概述１８世纪至１９世纪初两种和声倾向的发展时列举了力
度性强功能和声（以维也纳古典乐派为典型代表）和色彩

性弱功能和声（以浪漫主义、民族乐派为代表）的各自特

点、形成、发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内容上的“理论性”

特点。

相对而言，桑桐的教材在内容上更注重“理论与应用

的并重”。尽管他也重视帮助学生从历史、风格与和声理

论角度去理解这些手法（比如他在各章中也分别对这些情

况作了叙述），但是他对这些内容的阐述十分简明扼要，因

为他认为他的教材“并非专门探讨和声理论的著作，而只

是一部基础和声学教程”。

谢功成等与沈一鸣的教材则更强调对和声原理与和

声基础技术的掌握，因而在内容上侧重于具体的和声写作

技术的阐述，所以对和声风格、历史演变等理论问题叙述

较少。例如他们的教材中对于和弦的结构方式、前后序

进、声部连接等技术细节方面讲解得非常详细，这样的阐

述非常便于学习者对和声写作具体技术的掌握。

二　教材各具体内容的比较
除了整个教材内容的侧重点有差异外，这四本教材对

某一具体的相同内容的阐述也各不相同。下面就和声教

材中最常出现的这四大块内容来进行逐一比较。

１．变和弦
对于变和弦的理解，吴式楷认为“和声调式的和弦、调

式旋律中的各种五声外音在和声中的先后运用以及由各

种副调和弦形成的广泛离调等，虽然从不同角度给和声带

来变音，但这些变音是来自某种调式（和声调式），某个调

性（如离调时的副调）以及某种音阶结构（如不同外音构成

的七声音阶）的自然音”，他认为只有那些包含某些变音但

不给和弦增添新调意义，不改变和弦原来功能性质的和弦

才是变音和弦。由此可见，吴式楷所指的变音和弦仅仅只

包含调内变和弦。而桑桐教材中变和弦意义较广，他按照

其来源与作用分为四种变音体系：离调性变音、调式交替

性变音、装饰性变音、调内变音。谢功成等的教材则把变

和弦分为两类：一是调内变和弦，二是调外变和弦（即离调

变和弦），而交替变和弦则被称为同主音综合调式和弦。

沈一鸣也是将其分为调内、交替、离调三类变和弦，只不过

在讲解时把调内与交替两种变和弦与自然音和弦按功能

意义放在了一起。

变和弦中，四本教材对各别变和弦的归类也不尽相

同。以那波里和弦为例，桑桐、沈一鸣、吴式楷都把它归入

调内变和弦的下属组，因为他们认为那波里和弦“只是增

加了声部的半音倾向，并不改变原有功能属性”，“不给和

弦增添新调意义”，由此可见他们主要以和弦作用与功能

为分类依据；而谢功成等的教材则根据和弦的来源将它归

入到了同主音综合调式和弦中，因为他们认为“大小调中

降上主音和弦是弗里几亚调式渗透的结果”。

２．转调
吴式楷的教材把转调内容分成三部分来阐述：自然调

式的转调和声与通过和声大、小调式的转调，等和弦转调，

通过调式交替和弦的转调，整个内容十分简洁，在转调的

具体步骤与技术要求上论述很少，而对各种转调手法的历

史演变则作了一定阐述。

沈一鸣是按共同和弦把转调分成四部分内容：自然音

调式转调、和声调式和弦转调、变和弦转调（包含交替与离

调变和弦）、等和弦转调，其中每部分都包含了具体步骤与

连接要求。

桑桐则把转调按远近关系分成三部分：近关系转调

（只包含一个升降号）、远关系转调、等关系转调。谢功成

等的教材也是按远近关系分为三大部分，把平行关系、近

关系（一个升降号）、次近关系（两个升降号）作为一个部

分，把其它更远的关系（三个升降号以上）作为加速转调部

分，最后一部分是等和弦转调。

虽然这四本教材在转调时的基本步骤、声部连接等的

要求大致相同，但是，他们对各种关系的转调进行分类时

所采用的依据与方法都不一样。

在近关系转调中，桑桐是按照前调的分类（分别为大、

小调两类）而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的。例如一部分是前调为

大调时，分别向下属、属功能系统的近关系调的转调；另一

部分是前调为小调时，分别向下属、属功能系统的近关系

转调；而谢功成等则是按后调的功能（后调为强调的属方

向、下属方向调）来把近关系转调分成两部分：向属方向的

近关系转调（大调、小调分别向属方向近关系的调转调）、

向下属方向的近关系转调（大、小调分别向下属近关系的

调转调）。

对于远关系的转调，桑桐是按照共同和弦在前后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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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自然还是变音和弦来把远关系转调分成四部分内

容。（例如，共同和弦在前后调中都属于自然音和弦的转

调、前调自然音和弦等于后调变音和弦的转调、前调变音

和弦等于后调自然音和弦的转调、共同和弦在前后调都属

于变音和弦的转调）。谢功成等则是把相差两个升降号以

上的转调分成次近关系转调与加速转调，次近关系是按后

调的功能（重属方向、重下属方向）来分成两部分；加速转

调是根据共同和弦在同主音综合调式和弦中的分类而分

成两部分内容。例如，一部分内容是利用同主音综合调式

大调小下属与小调大属和弦的转调；另一部分内容是利用

那波里和弦、大小主和弦与大调降下中音和弦为共同和弦

的转调。

３．民族调式和声
这四本和声教材都十分重视民族调式的和声教学，且

对民族五声调式的旋律特点、和弦结构特点、调式和声的

处理（包括单一调式、复合调式、调式交替、离调、转调及调

式混合）都有一定的论述。吴式楷除了将这些问题的相关

内容分散地穿插在各个章节的内容里，还用了专门的一章

内容对这些和声处理上的特殊性问题作了集中概括；其他

三本教材都是辟出专门的章节作集中阐述。

桑桐、吴式楷、沈一鸣的教材都认为我国的民族调式

是自然调式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们在调式音阶结

构与和声处理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他们在阐述民族调

式和声时都采用了与自然调式相结合的方式，并更多地从

和弦结构的方面来进行阐述。在讲述单一调式的和声处

理时，桑桐把民族调式与欧洲中世纪教会调式结合在一起

进行，例如，把羽调式与爱奥尼亚调式结合在一起来阐述，

商调式与多利亚调式放到一起等等；沈一鸣则把民族调式

与自然大小调结合起来，比如他把民族调式分成大调类、

小调类这两类五声调式来讲解。吴式楷则把三种调式都

有机地放到一起阐述，比如将雅乐宫调式与利底亚调式或

增四度大调式放到一起。谢功成等虽也把它与自然调式

放到一起进行比较，但他更注重从终止式方面入手来阐述

民族调式的和声处理。

对于民族调式的和声处理方法，桑桐在教材中把它限

制在以三度叠置为基础的和声材料范围内，这是因为他认

为一则作为和声的基础教程不可能列举所有手法处理，二

来这样“可以保证教材的统一性且有利于学生对和声基础

写作的掌握”（绪言）。而吴式楷的教材除了有三度结构和

弦配置的内容外还简单介绍了和弦在民族和声中非三度

结构的运用。谢功成等则用了较多的内容详细介绍了五

声变异结构（即非三度结构）和弦的具体运用及运用的规

律原则。如阐述结构变异的方法与原则，加音、换音、空五

度和弦的运用。

对于民族调式的和声处理的特点，这四本教材既有

“共识”，如旋律片段的结束音应作为结束和弦的根音、低

音应作线条上的五声化进行、主和弦的大三和弦化与属和

弦的导音化（即功能手法）等，又有各自的“个性”，如谢功

成等的教材特别强调宫音与宫和弦的特殊地位，并提出很

有独创性的“同宫场”、“相对功能”的理论；而桑桐则重视

“调式旋律的和声内涵分析”，认为它是配置和声的重要依

据；而吴式楷比较重视五声性调式的旋律与七声调式的和

声结构在相互结合中的关系（因为这种结合给和声配置带

来广阔、丰富的可能性）。

４．和声应用问题
对于和声在实际创作中的运用问题，桑桐与吴式楷的

教材都进行了一些阐述。（因为谢功成等与沈一鸣在本教

材范围内主要专注于和声基本原理与和声基本技术的阐

述，所以对这部分内容没有涉及或是放在另外的教材进行

专门阐述。）吴式楷在教材中主要介绍了音乐织体的基本

写作及在实际作品中的运用，其论述十分简洁，它的目的

也仅限于要求学生对音乐织体的构成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桑桐则集中地阐述了和声应用中变奏性写作的处理方法，

固定旋律如何进行多种和声变奏写作，如何运用和弦外音

进行旋律变奏写作，通过这些学习来培养学生的变化、发

展的和声思维并促进他们的变奏写作技巧、旋律写作能

力，以更好地进行音乐创作。

三　结　语
通过对以上四本教材整体内容侧重点及具体内容的

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各本教材在内容安排上的特

点，从而为我们高师的和声教学服务，因为我们可以根据

学校的培养目标与计划以及培养对象的具体特点去机动

灵活地选取、安排各教学内容，这样兼收并蓄可以使各优

秀的和声教材在教学中都能为我所用，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和教学资源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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