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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和声及其教与学的断想之一 
  

钱仁平 

  
甲方：什么是和声啊？乙方：I、IV、V啊！这是各类音乐学校当然也包括音乐学院即

将学、正在学或刚学完和声的低年级学生们，以及正在备考作曲系的中学生们之间常见的
对话之一；到了高年级，类似对话就很少了，因为已经快忘光了；离开学校走上社会，无
论还做不做音乐，那就几乎不记得了，如果偶尔聊到，多是不堪回首的记忆。这种状况先
前主要发生在除作曲之外的其它音乐专业，现在就是“业内”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学生
学得枯燥而且无趣，教师教得没劲而且无奈，表演专业的教师心疼主科学生浪费了练琴时
间，曲式学教授责怪学生对作为前置性课程的和声没学好甚至老师没教好，作曲教授确信
和声教学严重脱离创作实际等等。稍微有点意思的是，这些人都学过或者早学过和声而且
还是学得比较好的呢。 

在一连串、而且连锁反应的误会中，在“人人都可能知道一些”与“人人都可能误会
更多”的坊间流言中，和声，可怜的和声，要么升华为传奇，要么下凡为鸡肋，好像只能
无奈地等待告别音乐、告别音乐教育、告别音乐人并含冤而去的命运降临了。 

这么没劲还得人人必学的和声究竟是什么啊？“I、IV、V啊！”这几乎甚至是正确的
回答！但必须有前提与限定：传统和声是作为历史、风格历史、音乐风格历史的功能和
声实践及其理论。I、IV、V是关于功能和声（一定的语境下，功能和声、调性和声与传统
和声等概念大抵是一个意思）的流言蜚语或者高度概括！大理论家申克先生还把古典前后
三百年间甚至更广范围内的无数音乐的整体结构抽象为“mi-re-do、do-sol-do”的“延
长”呢，功能和声也就别为“I、IV、V”这个谐称觉得委屈啰！ 

但是，尽管加了那么多限定词，但危机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峻！那段黑体字中逼人
的关键词显而易见是“历史”啊！好了，既然是“历史”，那最多是音乐学的事情了！我
们“搞表演”的学生最起码可学可不学了，顶多失去一些可有可无的历史素养而已！错
了！这恰恰是人们对和声学的最大误会之一：和声没有用，我们无需学！事实上，“搞
表演”的每天面对的其实都是“历史”、就是“历史”甚至只有“历史”！哪怕你练习、
表演的作品是作曲家昨天晚上专门为你写的。表演专业的工作，归根结底的最高理想，
就是“实践”“历史”、“实践”风格历史、“实践”音乐风格历史。——千万别搬
古尔德“独特”而“超历史”的巴赫演奏版本来跟我说事！因为，其一，古尔德是真正意
义上的独特，并与真正意义上纯正的经典，各自存立且交相映辉的；其二，很简单，古尔
德就是古尔德，你不是古尔德。——而由传统和声学所揭示和声内涵、解析发展动力与承
载风格特征的三百年间创作的成千上万首音乐作品，仍然是、恰恰是表演专业当下以及未
来相当相当长时期所必须面对、所需要“实践”的主要对象！ 

至于已经逐渐被人遗忘着和遗忘了的基础音乐理论与和声学是所有音乐人认知音
乐、思维音乐乃至创造音乐的基本出发点甚至根本所在这个简单的道理，这里就暂不多
费口舌展开讨论了。我只引用名作曲家勋伯格的名著《和声的结构功能》（茅于润译）最
后一章中的两段话其实是两件事来进一步来论证：“听音乐会时，我常发现自己意外地置
身于‘异国’之中，还不知道怎么走进去的；因为我听到一个我无法理解的转调。在过
去，我肯定不会遇到这种情形，因为那时的演奏（唱）家所受的教育和作曲家相同。”
“有一次，著名的瓦格纳作品指挥家汉斯·里赫特走过维也纳歌剧院的一间练声房，他听
到里面传出来令人难以理解的音响，就好奇地停下脚步。一位艺术指导正在为一位歌唱家
伴奏；这位指导得到这个职位不是由于音乐上的才华，而是由于有权势的后台。里赫特气
愤地打开门，大声训斥说，‘弗……萨尔先生，如果还想继续当你的指导，你一定要先
买一本和声书来学学！” 

那怎么学和声啊？四部和声！可怕、可恨的四部和声啊！这实在、更是人们对和声及
其学习的最大误会之二，而且是三重连锁、相互感染、病症并发的趋重误会！第一层
是学习和声只有四部和声一途！再一层是四部和声百无一用！再再层是四部和声就是
数学化的填充与消灭平行五、八度的理想。中国乃至世界凡入读过音乐类学校——音乐
学院、艺术学院以及师范大学音乐院系就不消说了，音乐中学、音乐师范，以及大量并且
呈不断增加之势的综合大学、高职高专的音乐系科——的人，有谁没有被四部和声“折
磨”过啊？回首美好的大学生活，至少有一年而且是每周总有一个夜晚必须去“熬”云里
雾里、不能再拖——第二天一大早就要交——的四部和声作业；紧接而来、就是不得不面
对的老师在作业本上留下的对平行五、八度毫不留情的鲜红叉叉！刻骨铭心啊！可以这样
毫不夸张地说，和声学的英名就毁在四部和声手里！其实和声学习从来就非四部和声一
途，还有和声分析，还有键盘和声，都可以作为学习的方式。它们肯定比四部和声出现得
还早些呢，但终未形成气候，才导致如今的和声教学依然四部和声为主，少量和声分析、
键盘和声点缀的局面。事实上，即使作曲专业的学生，也既不要指望、实际上也不会仅仅
通过学和声特别是四部和声来作曲。他们主要通过对作为历史、风格历史、音乐风格历
史的功能和声实践及其理论的学习，在把握音乐风格历史特征的基础上，领悟、组

 



织、甚至发明自己音乐的纵横发展“逻辑”或者“反逻辑”，这当然需要甚至更加需
要仰仗于对大量作品的和声分析。 

既然和声分析这么好，那何不直用和声分析代替四部和声？事情又没这简单！相对于
四部和声，目前和声分析特别是作为本科共同课的和声分析的最大缺憾，就是对和声序进
中各声部运动方向的组合关系及其所形成的和声音响及其变化关注不够——如果其它项目
再又沦落到仅限于对和弦与调性的“乐理式”判别，那更是雪上加霜！——而这也是和声
艺术中相当重要、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比较恼人的是，和声分析的这个缺憾恰恰又是被
误会为百无一用的四部和声的强项！所谓四部和声，是以圣咏或合唱织体为基础，所构建
的一种特定的以四个声部陈述和声的织体。应该说，事实也证明了，四部和声织体既能妥
帖地概括、简明地反映传统和声体系音乐作品的和声内涵，又能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并训练
和弦序进中各声部的倾向与运动方向及其声部组合！四部和声其实是对实际音乐作品和
声艺术的提炼与抽象！而四部和声江河日下的根本原因就是它在逐渐“成熟”、不断
“完善”的过程中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实际的音乐作品与音乐作品的实际！！！略
举一例为证。坊间不是流言功能和声就是I、IV、V吗？是的，确实可能是的！功能和声的
和弦序进的最基本逻辑就是T«S®D«T，当然，它还有不少并不复杂的变化啰——否则
实在难当“和声学”美名啊——比如，基本逻辑基础上的T®D或反之，T®S或反之，
S®D®T，T®S®D等等。但事实上，这些进行，其结构地位、出现位置、使用频率等等
都不尽相同。T®D®T的进行，在功能和声体系中的地位，就远远高于T®S®T。除了作
为补充终止，我们在贝多芬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甚至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T®S®T的进
行！理由很简单，这种进行不是古典风格和声与音乐的常态特征！我们有些教与学，在选
择和弦及其进行时，不考虑前后关系，不顾及序进组合，没想过风格适应，只是依次把每
一个旋律音“按”到某一个和弦里去了事，当然，学生还是记得某个老师说过的“D 千万
不能不到S啊！”究竟是谁这么说的？！D ®S出现的机会可能比不作为补充终止的
T®S®T要多！热爱或被动接受条条框框的同学们，我倒想给你们一个意义重大、值得遵
守的“条框”啊！——这也许是功能和声四部和声写作训练中特别重要、值得注意的！—
—在合理、合适的前提下，尽早使用属七和弦！越早越好！若四部和声进行了三小节或者
五个和弦甚至三个和弦时还没有出现属功能组和弦，打叉！打比平行五、八度还要鲜红的
叉叉！！为什么？贝多芬先生就是这样做的榜样啊！哪一天，我们中国的音乐学生再聊起
和声，哪怕是这样的对话——甲方：什么是和声啊？乙方：I-V-I啊！——也让贝多芬多少
有些欣慰啊！ 

和声分析有缺憾，四部和声太条框，那究竟怎么办啊？我的建议是：作为作曲技术理
论共同课的和声课，可考虑以和声分析取代四部和声写作！而和声分析的缺憾，可通
过加入对实际作品的四部和声抽象来弥补！所谓源于音乐、回到音乐、感知音乐、创
造音乐啊！其实，在和声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中，以简明而深入的“缩谱”对音乐作品进行
和声概括、抽象与说明，本来就应该是非常重要的项目与内容之一。比如前述申克先生影
响深远的理论体系及其图表分析法就是相关的杰出做法，只是申克先生太专门了、太深刻
了也太“背景”了，作为作曲技术理论共同课的和声消受不了，也无需消受，甚至不该消
受。而采用四部和声抽象的方式，既可以血肉相连地展现和声运动的骨架，又可以清晰地
展示声部进行及其组合的关系，还可以灵动地保留了与四部和声写作训练的关联，甚至，
甚至还能清晰地为“含冤”的四部和声正名：四部和声原来应该这样写啊！！！  

四部和声确实有些冤！哪怕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想法，新的目标，新的追求，但我们还
需要继续为它平反。请看断想之二《为“老斯”及其〈传统和声学〉辩护》的相关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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