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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英海《移宫变奏曲》的独特性及其创作手法分析 

     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黎英海钢琴曲《移宫变奏曲》在变奏曲调式布局方面的独特性，并对乐曲的变

奏手法、整体结构原则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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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意独特 

    在变奏曲的主题与各个变奏单位之间，依次连续不断地进行同主音调式的转换，且各个变奏单位的调式

都不相同。能否这样写变奏曲？有否这样的变奏曲？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一些曲式研究领域中的前辈和同行，无果。因此，便自个儿查阅了有关

资料，做了点研究工作。 

    在西欧古典时期的变奏曲中，主题在变奏时转换成同主音调式，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如莫扎特A大调

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主题与变奏Ⅲ、舒柏特bB大调《即兴曲》Op.142第一首的主题和变奏Ⅲ、贝多芬《c

小调32首变奏曲》主题与变奏Ⅻ——ⅩⅥ、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末乐章主题与变奏ⅩⅢ——Ⅹ

Ⅴ等。在我国的变奏曲中，五声性调式主题的旋律在变奏中也可能转换成同主音调式。不过，这些变奏曲

都只是在主题的某一个或某一组变奏中采用同主音调式，并非是在变奏曲的主题与各个变奏单位之间，依

次连续不断地进行同主音调式的转换。又因其局限于大小调体系的思维习惯，故一般只用两种调式——大

小调式的转换或类似大小调式的转换(如宫羽调式的转换)。由此可见，它们不能回答上述问题。 

    杨儒怀先生在其著作《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中论述到变奏曲式时指出：“五声性调式旋律的主题也可以

应用同主音调式交替的手法获得变奏发展。这时调式旋律由于某一骨干音的移动而产生了转宫的情况，即

用某一五声外音代替五声骨干音，从而转移宫音，但保留了原来的调式主音。[1]”按照这种理论和方法，

若“以清角为宫”或“以变宫为角”来对五声调式的主题旋律进行移宫处理，就可以构成宫←→徵、或徵

←→商、商←→羽、羽←→角等同主音调式的转换。杨先生在这里想说明的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奏曲

中同主音调式的转换就有了较多的可能性，不再仅限于大、小调两种调式；他没有、也无意指出各个变奏

的调式可各不相同。因此，我们还是不能从这段论述中得到对上述问题的解答。 

    黄虎威先生在其著作《转调法》中指出：按照 “以清角为宫”或 “以变宫为角”的方法，“用五声调

式写的旋律有四个严格的同主音变体[2]”，原型旋律和变体旋律加起来共五支旋律。这，已经非常接近问

题的答案了。然而，因黄先生意在论述转调法，故最后只是指出：“其中任何两支旋律毗连，即构成同主

音换调[3]”。这样，上述有关变奏曲调式布局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答。 

    看来，以往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都没有回答上述问题。而现在，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只需在黄虎威所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设想：若将原型旋律作

为主题，再将其它四支变体旋律合理连接起来，不就可以产生一首含主题与四个变奏的单声音乐变奏曲了

吗？ 

    其次，从创作实践来说，我们的设想并非纯理性的空想。黎英海先生的新作《移宫变奏曲》已经为此做

出了很好的例证。由于此前并未见到过这种写法的曲例，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黎英海先生的《移宫变奏

曲》是一首构思新颖、手法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变奏曲。 

二、移宫成曲 

    黎英海的钢琴曲《移宫变奏曲》，是2000年在上海举行的“21世纪中国儿童钢琴曲征集评选活动”的

特约作品，获荣誉奖，并发表于《音乐创作》2001年第1期。 

这首变奏曲的主题旋律为D宫五声调式。其后四个变奏均“以清角为宫”，依次连续不断地进行同主音调式

的转换，且各个变奏的调式都不相同，即D宫——D徵——D商——D羽——D角。“移宫”自然与此同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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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每次下行五度(上行四度)，即D宫——G宫——C宫——F宫——bB宫。主题与四个变奏因“移宫”为

其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并串成一首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的变奏曲，可谓“移宫成曲”。以下是主题与四个

变奏的调式音阶： 

    例1 以清角为宫 

    这种连续不断的同主音调式的转换，不但突破了西欧古典时期沿袭下来的变奏曲写作的传统方式，为变

奏曲的写作增添了一种新思路、新范式，同时，也将我国音乐史上流传下来的理论精华“移宫犯调”作了

一次富有新意的诠释。 

三、变奏成趣 

    只有移宫的处理，就只能在旋律的调式方面求得变化，难免单调乏味。还必须在和声、织体、结构以及

节奏、节拍、速度、力度、演奏法等各个方面求得变化，并将这些变化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安排，使全

曲的变化发展过程有一个统一的构思和组合设想，才有可能构成一首结构完整、生动有趣的变奏曲。 

    1.主题 

    《移宫变奏曲》并非象常见的变奏曲那样，引用民歌旋律作为主题。然而，它的主题有着鲜明的汉族地

区民歌的特点：五声调式、音调流畅、节奏简单、形象单一、短小的上下句呼应式的平行乐段结构。 

    为使主题结构更丰满一点，增加了引子与补充。引子在低音区，主体在中音区，补充在高音区，音响色

彩的层次十分清楚，又便于主题在变奏反复时，音区音色有明显的对比而不至于平淡单调。 

    主题由单声部进展到两个声部、三个声部，既继承了变奏曲主题写法的传统，又有个性化的处理。 

    低声部在突出和声低音功能的同时，又显出一定的对位旋律性质，切分节奏给平稳的主题增添了内在的

动力。 

    速度为Andante,为后来的变化发展留有充足的余地。 

    整个主题质朴无华，言简意赅，极易记忆。写法老道，令人赞叹。 

    2.变奏一 

    除旋律移宫转换成D徵调式，产生了新的色彩之外，加密低音节奏、加快速度、增强力度、重复补充部

分等变化，给这个变奏增添了内在的动力。由于主题的轮廓、节奏、节拍、织体、音区、结构等方面都保

持不变，因此，这个变奏与主题非常近似，仍具有呈示性质。 

    3.变奏二 

    提高旋律和伴奏的音区；改变节拍、节奏；再次增强力度，加快速度；采用平行五度的伴奏音型等，使

这个6/8拍的变奏与主题和变奏一形成了较大的对比，具有明亮的色彩和轻快的民间舞曲性质。 

    整首乐曲几个变奏的补充部分都是下行线条，只有变奏二的补充部分采用上行写法，它与该变奏的形

象、色彩、情调十分吻合。 

    4.变奏三 

    将旋律和伴奏的音区降低两个八度，速度变成Adagio，力度起始就设定为f，左手伴奏中句头休止、切

分音增添了强记号，进一步加强了伴奏的对位性质和整个变奏的表现特性。如果说变奏二明亮清秀，具有

女性的形象，那么变奏三则浓厚粗壮，具有男性的形象。 

结构有所变动，去掉引子部分，加快了乐曲的进程。 

    节拍设置为4/4，回复到主题状态；相对于变奏二而言，旋律的形态更近似于主题。因而，这个变奏具

有再现的因素，加强了内在的统一性。 



    5.变奏四 

    在五声角调式中，由于没有主音上方纯五度的属音，因而常用其上方纯四度的下属音作为旋律、和声的

支柱音。变奏四就是这样：与主题和前三个变奏不同，旋律中第一句的结束音不再用属音，而用下属音；

伴奏中的和声音程不用纯五度，而用纯四度。 

    这个变奏采用了舞曲的体裁形式，节拍变成2/4，速度变成Allegro，音区由中音区跳跃到高音区，演奏

法灵活多样——短连音、跳音、强音、保持音等综合、交替运用，从而使这个变奏强弱分明、热情明快、

灵巧活泼，体现出鲜明的终曲性质。 

    结构也做了明显的变化处理：引子又被省略；乐段提高八度重复，因为速度较快，绝对时间与其它变奏

大体平衡；最后采取了递减结构，材料逐步截短，音区连续三次降低八度，使高潮逐步平复下来，并平顺

地过渡到尾声去。 

    从第三变奏与第四变奏的关系来看，“欲扬先抑”的意图和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第三变奏的“抑”——

低、慢、暗淡、长气息、歌唱性，有力地衬托了变奏四的“扬”——高、快、明亮、短气息、舞蹈性，第

四变奏的高潮性质鲜明突出。 

    6.尾声 

    尾声的构思非常巧妙，手法尤为简练。与乐曲主体部分的移宫方法相反， “以变宫为角”(即“以徵为

宫”)，将主题和变奏一、变奏二、变奏三的调式逆行排列，每一种调式的结构规模(时间)却大大减缩，只

有一小节，即前四个小节的调式依次为羽、商、徵、宫，回归主调，干净利索地结束了全曲。 

四、整体布局 

    变奏曲的写作不仅要注意每个变奏的出新、有趣，同时还得注意各个变奏之间的内在联系，十分讲究全

曲的整体布局。 

    此曲在全曲的整体布局方面，也特别值得称道。它灵活地运用了多种结构原则，在统一之中求对比，在

对比之中求统一，使乐曲的发展在平顺自然之中又跌宕起伏，在不断出新之中又回环往复，构思缜密，结

构严谨。如： 

    1.变奏原则：这是前景性的最显露的原则。 

    2.并列原则：主题与四个变奏，按五种五声调式宫、徵、商、羽、角顺序一字排开。 

    3.再现原则：全曲开头和最后都是D宫调式。 

    4.回旋原则：从主题形态变化的“远、近”关系来说，主题与变奏一可视为主部，变 

奏二为第一插部，变奏三为主部第一次再现，变奏四为第二插部，尾声为主部的第二次再现。节拍方面的

变化规律与主题形态的变化规律同步，主题和变奏一是4/4，变奏二是6/8，变奏三是4/4，变奏四是

2/4，尾声是4/4。 

    5.集中对称原则：以第四变奏的角调式为中心，它前面调式的序列是宫、徵、商、羽， 

它后面调式的序列是羽、商、徵、宫，逆行回归，从而体现出集中对称的结构原则。 

五、结语 

    “移宫”并不新鲜，也不希奇，新鲜和希奇的是用连续“移宫”的手法创作出一首变奏曲。作曲贵在创

新，贵在独特。黎英海的《移宫变奏曲》篇幅虽然不大(为具有599、849程度的儿童而作)，但它在变奏曲

调式布局方面的创新富有启示意义，值得我们珍视。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此曲的标题不同于西欧变奏曲的标题习惯，如F大调变奏曲、c小调变奏曲等，只

标明乐曲主题的或者说主要的调式与调性。它也不同于我国变奏曲标题的常态，如《共产儿童团歌》等，

引用歌曲的标题来提示音乐形象；或象《内蒙民歌主题变奏曲》等，标明主题材料的来源。此曲标题的特

点在于：它是在揭示乐曲各部分调式的内在联系以及求得这种联系的技法，它是在向人们昭示作者为自己

选定的独特的创作思路。因此，我们可以说，此曲标题的方法也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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