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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是反映人们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众所周知，经典的音乐结构原则之所以流传下来是有一定原因

的。本文将具体的音乐结构与心理平衡效应联系在一起，并分别举例说明二分性原则以及三分性原则与心理平衡效应

之间的关系。从二分性曲式结构和三分性曲式结构的角度，以莫扎特两首钢琴奏鸣曲为例，针对其音乐结构的分析，

从宏观上论证结构平衡在音乐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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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心理平衡效应

当听者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则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反映。心理平

衡则是心理反应的重要因素。

心理平衡是人们在应对不同的外部或内部环境时，其生理和心

理上产生的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机制。在音乐审美过程中，心

理平衡效应通常是指具有若干平衡特征的音乐作品作用于人的心理

时，音乐审美主体在心理上对于音乐音响的若干变化形式而应激产

生的动态的自我调节机制。音乐结构作为音乐音响的布局方式，一

方面，它是心理平衡效应产生的物质基础，在音乐审美体验的过程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音乐音响布局形式的音乐

结构，是音乐创作的重要方面。具有天才结构感的作曲家在创作音

乐作品时，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作曲家内心的心理平衡感总

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从而能够创作出使听者

产生心理平衡效应的音乐作品。

二、审美心理平衡效应与二分性结构

二分性结构是一切平衡结构的基础。音乐学家雷曼曾说过：

“严格的平衡，所有潜在的二分性，是一切音乐形式中的本质基

础。”叫二分性音乐结构是两个不同的部分存在于一个整体中，并且两

部分形成对比和层层递进的关系，因此形成了结构中的相互转换。

作为一种天然的结构原则，二分性结构广泛的存在于在不同类

型的音乐作品中，具体表现为音乐结构中相同或不同材料的呼应、

结构规模的对称等不同形式。就结构规模而言，二分性结构原则主

要分为对称和非对称两种结构形式，“对称的二分性结构表现出一种

等量的比例关系，具有一种静态的稳定匀称性质，非对称的二分性

结构则大多体现出黄金分割的结构原则，展现出一种动态的自由平

衡感’’②。

试以莫扎特《C大调钢琴奏鸣曲(K．V．545)》的第二乐章为例

图表1

曲式 乐段 乐句 小节 调式调性

1-16 G

A

复 b 17—32 D-G

二

部 b1 33—48 g‘—bB——g

曲 B

式 a 49—64 G

结尾(补充) 65—74 G

这首作品的第二乐章是由两个单二部曲式构成。A乐段与B乐段各

为32tj、节，每个乐段都是16+16的结构形式，在结构长短上形成平衡。

从节奏上来看，右手旋律部分的节奏型属于顺分型③(谱例1)。

这类节奏型的特点是继节拍的重音后力度逐渐变轻，音符的时值就慢

慢变短。随着音符长时值的逐渐细分所带来的不平衡性到期待出现另

一个长时值，这样的过程即为从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过程。

谱例1

从调性方面来看，此作品的A乐段是从主调发展到属调再回归到

主调。在作品的四分之三处，出现g小调---bB大调一g小调的发展，

最后回归到G大调。这种表现手法符合黄金分割比例，也能够满足听

众的心理需求。

从材料方面来看，(1)重复与变化：A乐段中的a乐句采用了变

化重复的手法来巩固主要动机(谱例2与谱例3的变化重复)。

谱例2

谱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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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与再现

在本首作品中，A段与B段形成主题形象的对比，同时，B段的

材料与A段材料有一定的关联性。B段中的b1句是A段的b句的变化重

复，B段a句是A段a句的完全重复。由此，从乐句的组成形式上来

看，作品在结构上形成逆行，如图表2所示。

图表2

^ B

厂—————]

bl 叶补充

(3)宽放与紧收

此作品的主题采用宽放陈述@的手法，能够使主题显得更加平

衡稳定，同时，放在作品的结尾处，也可以创造一种逐渐平衡的效

果。紧收陈述蕴含着一种紧张的因素，往往放在作品的高潮部分，

以此达到不平衡效果，引申出后面的平衡性(谱例4)。

谱Na

(4)补充

一方面为了营造一种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过程，作品在第64

小节的结尾处(如谱例5)加入10小节的补充，和声向下属调发展，

形成T—S—D-T的和声走向，因此，增加作品的平衡效果。

另一方面为了达到乐曲在终结时渐行渐远的效果，加入补充部

分这使得情绪逐渐缓和并为此转变做准备。

谱例5

大部分情况下，补充所使用的素材与前面音乐出现的素材相

似，避免了新素材与前面音乐素材的抗衡，既起到收束作用，又能

满足心理平衡。

从结构的长度方面来看，整部作品一共74小节。A乐段共32小

节，B乐段共32小节，A乐段是一个16+16的结构，B乐段也是一个

16+16的结构。像这样等长的结构为方整性结构，能够很好的满足人

们所追求的心理平衡。

三．审美心理平衡效应与三分性结构

三分性音乐结构是在二分性音乐结构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

的。三分性音乐结构主要包括三部曲式和奏鸣曲式。三部曲式又分

为带有再现部分(常用)和不带再现部分两种形式。通常三分性音

乐结构遵循“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形式，三个部分相互联系但

又各自相对独立，并且前后呼应，达到心理平衡。

下面以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第九首(k．311)第一乐章为例：

图表3

曲式 一级结构 二级结构 乐句 小节 调式调性

主部 a 1-7 D

连接部 b 8—16 D

呈示部 副部 C 17-27 A

d 28-37 A

结束部
e 38—39 A

中心一 e1 40—47 e

奏 由-b-- e2 48-57 b—G
鸣 展开部
曲 中心二 d1 58—65 G
式

中心三 b1 66—78 G-D

副部 C1 79—90 D—d

结束部 d2 91-99 D

再现部 a 100-105 D

主部
结束段 106-110 D

结束部 e 111—112 D

由上述图表3可以看出：呈示部四个部分，结束部有两个结束主

题；展开部分别对连接部和结束部的材料进行发展，并且与呈示部

的顺序相反，按照倒序(e—d—b)进行；再现部按照副部一结束部

(d)一主部一结束部(e)的顺序倒装再现，这种主、副部倒装再

现的形式，便是以展开部为对称的中心，形成对称结构。

虽然奏鸣曲式整体上为三部性结构，但就局部来说可看作二分

性结构：呈示部中主题与副题是相互对比的材料，主部常常具有刚

毅热情的性格特点，有一定的冲击性，而副部则与主部形成对比，

多表现为抒情含蓄的性格特点。但是副部的内部发展要比主部的内

部发展更加复杂，在规模上也相对主部来说较为长，如作品K．311的

主部为七个小节，副部为十个小节。从作品的冲击力上来说，副部

与主部完全相反的性格特点在整首作品中形成平衡的对称感。展开

部中的结构往往是对主题或副题材料动机的发展，通常采用转换调

性和材料变换的方式。从调性上来说，作品主题的调性在再现部分

呈示时，往往会回归到主调上。平衡目的是为了经过展开部的不平

衡在再现部得到满足。

(一)呈示部

(1)主部：本首作品的主部是由谱例6中的材料和此材料的重

复构成的。这种重复的手法能够加深听众对主题的记忆，通过重复

记忆来加深听众的心理平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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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连接部：连接部作为一个过渡性段落，它的作用是把主

部和副部两个具有对比性的主题连接成为统一发展的整体。在调性

上，连接部的调性从主部向副部主题的调性过渡，并结束在属和弦

上，即副部的主和弦上，副部主题进入。

(3)副部：绝大多数情况下，副部主题的调性是主部主题调性

的属调，本首作品的副部为A大调，与主部主题形成对比关系。这种

对比关系就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感，因此听众对平衡的需求越强

烈。节奏音型则是另外一个对比主题之间的重要因素，如谱例7与谱

例8。

谱例7：主部节奏音型

谱例8：副部节奏音型

副部同样用了主题重复的手法来加深听众对副部主题的印象，

如谱例9。

谱例9

(4)结束部

结束部的主题同样是以重复的手法来发展的，结构为2+2形式。

如谱例10。

谱例10

(二)展开部

本首作品的展开部分为四个部分，中心一el可以看作是呈示部

结尾处的变化重复，如谱例11与谱例12。

谱例11：呈示部的结尾部分

谱例12：展开部的e1乐句

在e1乐句中第40～47小节是右手部分的变化重复，中-L,--e2

乐句中第48～51小节则是e1乐句材料的左手部分的变化重复，第

52～55小节又回归到右手部分的变化重复。

中一L,三dl乐句是呈示部中d乐句的变化重复，结构为2+2的形

式，如谱例13所示。

谱例13

培甫

中心四b1乐句是呈示部中连接句的变体，如谱例14。

谱例14：呈示部连接句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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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5：展开音1]bl乐句

台
结束

口
结束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展开部按照材料的分布情况来

看，多数为呈示部中连接部和结束部材料的变体；按照调性来看，

展开部的调性布局较为复杂，构成的心理不平衡因素较多，因此听

众期待再现部的出现。在展开部里，呈示部中连接部和结束部的因

素在调性上发生改变，并且在不断发展中产生了新的因素和新的形

象，形成了音乐的矛盾冲突，因而也把主题因素很好的呈现出来。

(三)再现部

杨儒怀曾说过：“再现可以使相同的主题之间的陈述结成一个稳

定的、具有一定向心力的‘拱形骨架’，抵制任何因对比主题的陈述

或其积极的展开等所形成的离心力倾向。”唧因此，再现部是三分性

结构平衡的核心要素。

本首作品的再现部并不是完全再现，经过发展部中一长串的音

阶变形，首先呈现的是副部的主题，但这与呈示部中的副部主题又

有一定的变化，如谱例16。

谱例16：呈示部副部主题

谱侣il]l 7：再现部副部主题

副部主题后紧跟着呈示了d2句，即呈示部中结束部的主题。之

后，主部主题以完全重复的形式出现。最后以呈示部中结尾的六度

音程的音型结束本乐章，如谱例18。

谱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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