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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独立功能和弦的运用 
周国强 曲 宁 朱志华 

摘要：根据和弦在和声进行中的不同作用，分为独立功能 

和非独立功能和弦两大类。本文主要以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肖 

邦 、柴可夫斯基的若干首钢琴 小品为例 ，来探讨非独 立功能和 

弦的相关概念、分类及其运用等相关问题。文章在提 出非独立 

功能和弦的所指及其特征之后 ，将非独立功能和弦按 照四六和 

弦、外音和弦以及持续音基础上的和弦来分类，并就各类和弦 

的运用进行 了实例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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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非独立功能和弦的所指及其特征 

在传统和声学中，根据和弦在音乐作品中的地位和所发挥 

的作用，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备独立功能的和弦。 

此类和弦在和声进行中起着骨架、支柱性作用，对于和声的功 

能逻辑进行，调式调性的明确、稳固，曲式结构的形成等具有 

重要意义。另一类是不具备完全功能的和弦，即非独立功能的 

和弦。此类和弦在和声进行中起着经过性、辅助性或构成和声 

线条的进行性作用，它总是依附于其它和弦或在某些特定的条 

件下使用。它对于丰富和声效果、增添和声色彩、增强声部进 

行的倾向、加强音乐行进的流动性等有着重要意义。 

导致和弦是否具备独立功能的条件或原因通常有四个方 

面：和弦 自身的结构特性，和弦所处的节拍位置，和弦的时 

值，和弦所在的曲式结构部位。下表列出了它们在这几个方 

面 的对 比情况： 

对 比因素 独立功能和弦 非独立功能和弦 

和弦 自身的结构特性 功能性、稳定性强； 功能模糊 ，不稳定、不协和： 

原位和弦或三和弦的 四六和弦或复功能和弦。 

第一转位。 

和弦所处的节拍位置 强拍或强位 弱拍或弱位 

和弦的时值 较 长 较 短 

和弦所在的曲式结构部位 乐句的起始和终止处 乐句的过程中 

当然，以上只是一般 的情况 ，在实际乐 曲应用中，可 

能要复杂得多，有时和弦 自身是稳定的，调式的重要和弦 

(如：原位的正三和弦、属七和弦等)由于其节拍或所处的 

和声环境等因素，没有发挥出自身应有功能属性而成为非独 

立功 能的和弦 。有 时非调式 的重要和弦 ，甚 至变和弦 (如 副 

三和弦、重属和弦等 )也会因其有较长的时值或处于较重要 

的结构位置等因素而具有独立的功能。因此，判断一个和弦 

是否具有独立功能时，不是看该和弦在调式中的音级地位， 

该和弦本身的结构是否协和、稳定，而是应该结合该和弦具 

体运用时在作品中的那一处 (即所分析的那个地方)的节拍 

位置、结合前后和弦环境等来看。即使是同一和弦在作品的 

不同部位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功能作用。 

非独立功能和弦的认识和运用是和声学习和运用的重要 

内容之一，它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声的本质，明确各类 

和弦在乐 曲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面根据非独立功能和弦的不 

同表现形态和运用形式分类加以阐述。 

二、经过四六、辅助四六、延留四六、倚音四六的运用 

四六和弦属于非独立功能和弦，应该说这是由于它们的 

自身结构特性导致的。四六和弦是三和弦的第二转位，通常 

重复低音。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于低音所产生的泛音列与 

上方四度音程发生矛盾，使它具有非常不稳定、不协和的特 

点；二是由于低音部是五音位置并且重复了五音，从而使它 

在功能上具有双重属性。这两大特点导致了四六和弦本身就 

缺乏独立性，它必须依附于某些和弦而存在。在和声学教材 

中典型的四六和弦有： 

位于主和弦及其第一转位之间的经过性属四六；位于下 

属和弦及其第一转为之间的经过性主四六；位于两个主和弦 

之间的四级辅助四六；位于两个五级之间的主辅助四六；由 

前面延留至下小节强拍上形成的留音四六：位于强拍上起倚 

音作用的终止四六等。 

其实，在实际的音乐创作中，运用四六和弦的方式可以 

更多，例如：经过四六和弦，它可以发生于任何一个协和的 

原位大小三和弦及其第一转位之间；辅助四六也不仅限于一 

级和五级之间的四级四六和一级四六，任何两个协和的大小 

三和弦之间都可以运用一个与它们相距四五关系的辅助四六 

和弦。祥见下表 

类 别 

经过四六 辅助四六 延留四六 

可 倚音四六 

运 I V 46 I 6 I Ⅳ46 I Ⅳ46 I 

用 或反之 

的 II Ⅵ46 II 6 II V46 II V 46 II 

各 或反之 

式 III VlI46 III6 III VI46 III Ⅵ46 III 

四 或反之 

六 Ⅳ I 46 IV6 Ⅳ Ⅶ46Ⅳ Ⅶ46 Ⅳ 

和 或反之 

弦 V II 46 V6 V I 46 V I 46 V 

或反之 

VI IIh6 VI6 Ⅵ II 46Ⅵ II 46 Ⅵ 

或反之 

上表例举了大调中的各类四六和弦，其中留音四六与倚 

音四六的主要区别在于四六和弦是否预备，有预备的四六和 

弦为延留四六，无预备的则为倚音四六。因此在表中将其放 

在同一栏中列出。小调中的各类四六和弦以此类推，但是作 

为四六和弦的解决和弦必须是协和的大小三和弦，因为不协 

和的增减三和弦本身就极不稳定，缺乏独立性，一般不在其 

前后使用四六和弦进行装饰。 

在柴可夫斯基 《少年钢琴曲集》的第五首 《木偶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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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中段，是典型的倚音四六和弦的应用之一 ，该段建 

立在A大调上 ，中段前五小节和声进行为： I一Ⅳ46一 I一 

Ⅳ46一 I。透过这个和声进行可 以看出，通过小下属四级 

四六和弦对主和弦的装饰，形成了一组特定的和声语汇，通 

过这组和声语汇既明确、肯定了中段的调式调性，也与乐曲 

呈示段取得了节奏与和声色彩上的对比。鉴于大部分四六和 

弦在和声教材中都有很详细的阐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三、经过和弦、辅助和弦、延留和弦、倚音和弦的运用 

这里所指的各类和弦，范围更广、含义更宽。它不仅包 

括上一点所提到的各类四六和弦，更是指所有在音乐中起经 

过性、辅助性、延留性、倚音性的非独立功能的和弦。此类 

和弦既可以是由于和弦本身的不协和、不稳定性导致的独立 

性差 (如：调式中的副三和弦、副属和弦、变和弦等)，也 

可以是和弦本身是稳定协和的、调式重要音级的、具有较强 

的独立性 (如：调式中的正三和弦、属七和弦)的，但由于 

所处节拍位置、前后环境等导致的非独立功能的和弦。 

I．经过性和弦 

经过和弦是指类似于经过四六 (或者旋律中的经过音) 

的位于两个同功能或不同功能之间起连接、过渡作用 的和 

弦。通常表现为片断的级进或者长线条的线性和声进行之 

中。常位于较弱的节拍位置，数量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 

个和弦的连续进行，后者尤其会在浪漫乐派中线性和声进行 

过程中多见。 

肖邦前奏曲第四首 《e小调前奏 曲》是一个典型地运用 

了大量经过性和弦的实例，该曲为一个并行不等长的二句式 

乐段，其中第二句略有扩展。第一句是一段典型的半音化的 

线性和声进行，在这里，起独立功能作用的是乐句开始的一 

级六和弦和乐句结束的属七和弦，构成了一个T—D的开放式 

乐句，而乐旬 中间的10小节都是 为了加强声部半音化进行 的 
一

连串的经过性和弦，尽管它时而呈现出下属和弦、副属和 

弦等不同的结构形态，但都没有实际功能意义。肖邦在这里 

将一个T—D的和声语汇通过非独立功能和弦的加入扩展为10 

个小节的乐句，半音化的声部级进进行加上悠长而迟滞的旋 

律，进一步增加了作品的悲剧色彩。无疑非独立功能和弦在 

这里起 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2．辅助性和弦 

辅助和弦是指位于两个同功1131弦之间，起声部上的辅 

助作用的和弦。常位于弱拍或若位。它的辅助作用更多地表 

现在声部进行的半音化上。使和弦在重复中获得一种对比和 

动力，加强声部进行的倾向性。例如：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中，常常在主和弦的重复之间运用重属变和弦 (升上主音的 

减七和弦 )。 

柴可夫斯基 《少年钢琴曲集》中的第19首 《侍婢德故 

事》中是较多地运用辅助性和弦的实例，现以前6小节为例： 

前两小节里的重属变和弦即是作为辅助性的和弦，与主和弦 

的交替使用，加强了音乐的动力和和声色彩的变化，此类和 

弦的使用，常在低声部保持共同的主音，取得一种相对稳定 

的变化。这样既起到了主音持续的稳定性，又使上方声部赋 

予紧张与松弛的对比，还增强了声部间半音化的倾向。类似 

的用法还可见该曲集的第8首 《圆舞曲》的前五小节、第2首 

《冬晨》的中段等 。 

3．延 留和弦 

延留和弦是由本身具有独立功能的和弦延长至新的小节 

里，与新小节的功能发生矛盾的和弦。延留和弦最后解决到 

新的功能，延留和弦位于强拍。 

柴可夫斯基 《少年钢琴曲集》第i5首 《意大利歌曲》则 

是一个运用较多延留和弦的实例，尤其是在它的结尾，从倒 

数第5小节开始是一个属到主 的终止式 ，这里和 声的功能划分 

应该是，倒数4、5小节为属功能，最后三小节为主功能，但 

是这里的属和弦一直延续到倒数第2小节，在最后一小节解 

决到主和弦。这是典型的属七和弦的延迟解决。延留和弦与 

已经出现的主功能产生极不和弦的效果，加强了乐曲的收束 

感 。 

4．倚音和弦 

倚音和弦是指在强拍位置上对其后的和弦起装饰、美化 

作用的和弦。倚音和弦的使用在强拍上增强了和声的紧张 

度，加强了旋律的倾向性，常会造成音乐重心的改变，以增 

强音乐的动力。 

在柴可夫斯基 《少年钢琴曲集》中 《冬晨》的第一段， 

这里柴可夫斯基大量地运用了多重外音的倚音和弦，该曲为 

四二拍，在每小节的强拍上都是多重外音的假和弦，调式重 

要功能和弦都是弱拍，这样造成了音乐重心的改变，同时声 

部间形成大量半音化、级进的进行。 

四、持续音基础上的和声 

持续音基础上的和声进行，由于都受持续音所在功能的 

控制，除持续音开始与结束的和弦外，中间都属于非独立功 

能和弦性质 。 

同样在柴科夫斯基的 《少年钢琴曲集中》的第24首 《俄罗 

斯教堂》，尾声建立在主持续音上，从上方和弦的结构来看， 

和声功能进行很明显的为：T—S—DD一_D__T—S一卜 S—D_一T。 

但 由于它们都是受主持续音的功能控制，因此不具备独 

立的功能 (除持续音开始与结束和弦)，只是主功能基础上 

的变化而 已。 

以上是非独立功能和弦最常见的几种运用形式，它们与 

那些起独立功能结构的和弦一起构成丰富多彩的和声进行， 

来表达各种乐思，塑造各种音乐形象。非独立功能和弦也可 

以被认 为是 由多重和弦外音 构成 的有和弦外表 的临时和弦 ， 

也可称作假和弦或诈伪和弦。因此，在和声分析时，要充分 

结合和弦的性质、和弦所在 的位置和前后的环境来认识和 

理解每个和弦在乐曲中的实际作用，区分其是否具有独立功 

能。从而有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和声现象中抓住和声进行 

的本质和主次，进而提高我们的和声分析与运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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