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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我对不同曲式体系所取的态度 

     内容提要：西方古典曲式学存在有不同体系。作为大学本科的教学，我主张首先要求学生系统掌握一

种体系。如有可能，适当介绍其他体系也有必要。它不仅涉及到学术民主，而且能开拓学生视野，也为学

生提供一种进行比较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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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恩师姚锦新教授曾对我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曲式分析书，几乎没有一本是一样的。这是因为

音乐的分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所以我们轻易不要说那个对，那个错，而只能是选择一种自认为是比

较好的体系进行教学。要紧的是必须使自己的理论能自圆其说。 

  这些年来，我逐步发现各种曲式学、曲体学的书竟然也如”度量衡“那样，在中国会有不同计算的体

系，同时存在于不同地域。如有用“公尺”的，有用“市尺”的，还有用“英尺”的。仅从来自外国、并

译成中文的曲式理论或书籍看，就包括有来自前苏联专家和音乐学院教的曲式理论体系（如：特.波波娃

《音乐的体裁与形式》[1]；勃.阿.阿拉波夫《音乐作品分析》[2]；斯波索宾《曲式学》[3]；斯克列勃科

夫《音乐作品分析》[4]等），其特征大体集中表现为有“复三部曲式”等概念和以“ABAC…A”为标志的

回旋曲式、还有“无展开部奏鸣曲式”和“回旋奏鸣曲式”等分类。 

  与以上体系相类似的书著还有「英」普劳特《应用曲体学》等[5]。另一类理论体系大体都源于德国马

克斯等学者。其古典曲式学的特点在于体系中包括有“联合歌”（有的叫“复合歌谣曲式”）和三部性的

回旋曲等。如：「美」柏西.该丘斯《大型曲式学》[6]中的“第一回旋曲”中写着：“只有一次离题”；

「匈」魏纳.莱奥《器乐曲式学》[7]“较低级回旋曲”中所指出的：“一个插部的回旋曲”；「俄」A.阿伦

斯基《曲式学大纲》[8]内“五种回旋曲”中的“第一种”，即由“1 主要部分，2 过渡，3主要部分的重

复，4 结尾”结构等不同概念。此外，在这类分析体系中，将许多无展开部奏鸣曲式也被划归在“较高级

的回旋曲式”类型之中。如：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第一首OP.2之1第二乐章，即同时被该丘斯、阿伦斯基、

魏纳.莱奥等，规范在回旋曲式类型之内。其中，“较高级”的含义，就是其调布局有奏鸣性，所以魏纳.莱

奥在“较高级的回旋曲式”后面，又同时用括号注着“没有展开部奏鸣曲式”字样。不知是由于普劳特的

书译过来的比较早，还是因为历史上我国受前苏联影响较大，前一种体系在我国影响更为广泛。我的教学

也大体借鉴了前一种学术体系。首先，因为这种体系在中国比较流行，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容易沟通（不会

出现类似你用公尺计算而他用英尺计算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学术上，我也更重视“调性音乐时期”音

乐作品中的“调性结构功能”作用、和作为依赖时间流动陈述的音乐作品内，其“时间段划分”和“时值

比例关系”的结构意义。如，我更倾向于将“三部性的回旋曲”划归“复三部曲式”，就是因为它们是由

三个大的时间段结构而成的；而我之所以没有将无展开部奏鸣曲式划归回旋曲式，则也是首先考虑到其呈

示部内的A主题与B主题存在着调性矛盾和调性张力，而再现部内的A主题与B主题实现了在主调上的调性统

一和调性平衡。因此，我认为在这些方面，其奏鸣性特点更为突出。但是，我也很重视另一些体系的诸多

长处，并把我知道的其他学派分析方式在适当的时候，介绍给我的学生，而不搞“只此一家，别无分

店”。事实上，大学生们看的书也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不妨也教一点有关对不同学术体系进行比较的本

领，和将不同学派思维沟通的能力（正如会将公尺换算为市尺和英尺那样）。 

  如：在我讲回旋曲式时，一方面主要介绍“ABAC…A”即“由多次对比（或展开）又多次再现结构的多

部曲式”概念，另一方面，也提及在国内影响较大的魏纳.莱奥《器乐曲式学》中的讲法。让他们知道，由

于在马克斯等学者的概念中，认为单纯的并列、联合结构比较简单；而“回旋”的概念则与“交替”和

“过渡”直接相通。所以他们更重视不同材料的交替和材料间的连接过渡关系，并以此来界定回旋曲式类

型。从作曲角度看，有连接部写法的作品，也显然要比单纯的歌谣式并列、再现的结构联合更高一畴。所

以，他们一方面将由三声中部结构的复三部曲式称作“联合歌”或“复式歌谣曲式”,而另一方面，又将

“由插部性中部结构”的复三部曲式称作“回旋曲”（如：贝多芬第四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我注意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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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部分结束时，有一小节旋律转调，以便过渡到“大中部”；而“再现部”进入前，大中部又经历了

假再现和连接、转回等一系列过渡，正是这种“转出去－－离题、材料交替－－又转回来”的写法，使音

乐构成一种连贯性的整体，并具有回旋性特征，因而被这些学者称其为回旋曲式）。在我所谓的无展开奏

鸣曲式中，结构也具有主、副部主题两次交替（呈示部一次，再现部一次）和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间，采

用连接部过渡等结构特点，所以后一类学派将其定位为回旋曲式。从而使学生知道这类体系与我教学的主

要不同在于，后者更注重“材料交替”和“连接过渡”对该类曲式的结构功能作用。 

  由于音乐结构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所以音乐分析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角度。正如“李吉提”这个

概念，从人种角度判断，她是黄种人，从性别判断，她是女性，此外还可以从国籍、年龄段、职业等多角

度分析并进行分类。所以，一方面我要求大学生们在跟我学的阶段，先重点掌握一种分析体系和方法（即

我所传授的分析体系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也不反对学生博览群书。我力图使学生知道，世界上做学问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任何一种学术体系如果能够长期存在，其中必有可取之处。当然，不同学术体系的

研究成果，也会存在总体上的价值区别和各自的长处与短处，但有关不同学术体系的比较研究工作，工程

很大，可以另立专题，本文不作赘述。 

  前两年俄罗斯音乐理论家霍罗波夫到我院讲学，在讲古典曲式课中，他第首次在中国的讲台上系统地

阐述了马克斯的理论体系。这进一步印证了，即便是在俄罗斯的音乐教育中，从过去到现在，不同的曲式

理论体系的教学，也都同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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