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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音序列作品中的奏鸣曲式范例

——勋伯格(schoenberg)《钢琴作品》0p．33a的分析

孙丝丝

(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 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十二音序列是20世纪无调性作曲技法中较系统的作曲体系，奏鸣曲式则代表了西方古典时期有调性音乐

中曲式所发展的最高成就，两者本身就是矛盾的，但是在勋伯榕的这首钢琴作品中，却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本文将在分

析勋伯格这部作品的十二音序列技法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一下序列材料是如何体现一定的结构原则，并从中感悟无调性

音乐的作品是怎样与传统的结构框架产生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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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音序列(dodecaphony)是在半音体系中的自由无调性写作实践的基础上，按照十二平均律半音的排列及对位的变化进行音

乐创作的方法。由于十二音作品的写作基于种种不同的序列，并以打破传统调性体系、摆脱大小调功能运动为目的，十1_=：二个半音在

作品中的地位相同，没有主次之分，因而这种半音音阶之间不存在传统的功能联系。

毒鸣曲式(S0岫ta)可谓代表了西方占典曲式发展的最高成就，其“呈示——展开——再现”的三大部分，充分体现了西方古典

哲学中的“i段式”(瞄ade)论证思维。它以其展开部强大的展开性和再现部中副部主题调性的回归为显著标志，整个作品中强调

和声的功能性，并体现出调性、和声的整体布局。

由以上可以看出，十二音序列和奏呜曲式是两个不同创作体系中的不同概念，而勋伯格的这首《钢琴作品》0p 33a却将两者巧

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众所周知，自20世纪以来，古典曲式结构框架对于现代西方音乐作品来说已不再具有第一重要的意义，如果

再依据传统的调性分析的原则，那么很多作品则根本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曲式结构。我们无法想象，一首十二音作品如何通过橱

性来体现出奏鸣曲式的要求，因为它已抛弃了调性，与此同时就丧失了调性对比、调性扩展以及调性回归的可能性，即丧失了奏鸣

曲式最基本的条件。然而实际上，对于任何一首成熟的音乐作品而言，他们都必定有其自身的曲式结构，勋伯格的这首作品亦是如

此。既然我们无法从和声、调性的角度来进行结构分析，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其他的音乐参数，如不同序列的使用、序列与序列之间

的结合关系等作为划分结构的依据，这些音乐语言不仅体现了作品的个性，而且完全可以成为划分曲式的鲜明标志。下面本文将

从序列技法和曲式结构两个方面对这首作品进行分析。

一、作品的序列分析

针对一首典型的_卜二音作品，首先要确定的是它是以什么样的序列来进行创作的。十二音序列的原形一般出现在作品开始较

突出的位置，但这首作品的开始是以四音为一组的和声性进行，所以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从哪个音高位置上开始的(即Pt或者P，、耳

还是P¨．⋯)，因此首先在作品中找到一个明确的旋律是寻找一个开始序列最便利的途径，然后再将这条旋律所使用的序列与作

品开始的各音进行音程对照，便可以找到作品开始的序列。F面是勋伯格的这首钢琴作品开始的序列：

侧1：P。。(i亥序列之所以标记为P，。，原因见下文)

在这首钢琴作品中，一条非常明显的旋律出现在14—18小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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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I，(该序州之所以标记为I，，原闲见下文)

这几小节的旋律清晰地出现在低声部，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找⋯6E5A、。D、D、E、G、c、6B、6G、F、B、A卜 个音，但这并不能确定

它是P还是I、R或者是RI。前面已经提到，一首十二音作品的原形都会出现在作品的开始处，凼此，如果我们把例2的十二个音和

倒1l十I的十二个音进行音程对照，结果就会发现，这两对卜．音序列恰为倒影关系，因此，开始的序列为P．。(见例1，“B在十二个音

中标号为10)，并且它就是作占占的原始序列。那么例2的序列则为I，(见例2，6E在十二个音中的标号为3)。由此就可以推算出其

他形式的序列变形，下面就是这首钢琴作品的序列表：

C G D ℃ B bA bE F A 电 E 叩

F C G 乍 E _C hA 龟 D 咤 A B 1

吨 F C B A 智 ’C 咤 0 bA D E

B 乍 ℃ C 咆 G D E 呱 A bE F

℃ 备 bE D C A E 乍 吨 B F G

E B 峄 F 龟 C G A ℃ D 噙 咆

A E B bB 呱 F C D 乍 G 4C bE

G D A 埝 智 屯 屯 C E F B 它

bE bB F E D B 乍 ’G C ℃ G A

D A E bE 吣 龟 F G B C +F hA

噙 龟 bB A G E B 吣 F 乍 C D

乍 ℃ _G G F D A B 咆 E 龟 C

根据上面的表格，并与作品对照，我们就可以找出所有的序列形式，下面是这首作品标出序列后的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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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式结构分析

正如前面已鳋提到的，在这首作品中，调式、调性已经不是确定曲式结构的主要原则，或者说这一原则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作品中所使用的各种序列彤式及序列的各种移位。因此，在判断作品的结构之前，先要从整体上观察作品中所使用

的全部序列，找出作品中序列的使用规律及不同序列相结合时的不同形态，才能够判断和归纳出作品的整体结构。

从全曲谱例中可以看出，谱例l的Pm谱例2的I，及下面谱例3的I如、谱例4的R。是整个作品中四个使用率最高的序列形

式，全曲也是基于这四个基本素材而写成。

例3： I凡

例4

作品开始的两小节是由六个四音和弦构成的一个“主题”(序列为P。。和I凡)，它的旋律轮廓与和声内容，是作品中最具意义的

统一因素，而这两小节的拱形旋律轮廓也预示r整个乐章的基本形态。第3—7小节的宽广的音乐进行就是对这一轮廓的模仿。

第10—11小节恢复原来的节奏形态，但在空间上有所扩展。从第14小节开始，一个被标记为“如歌地”、缓慢的、抒情的“新主题”

(序列为P-。和L)的出现，暗示出了奏鸣曲式具有两个对比主题的特点，“新主题”从节奏和序列音的使用上与前面的主题形成强烈

对比(这个序列持续了五小节，并且有长音符的出现和重复音的使用)。在薪主题的最后，使用收束性质的R．。结束了这一部分(在

十二音序列作品中，一般认为P为“开始呈示”，而R则为“收束”)。从第27小节的后半部分直到第32小节的前半部分是序列交

替最频繁也是序列最多样化的部分，这里各种移位序列的使用和所表达的情绪都显示出了与前一部分的不同。首先，这6小节中

出现了静27小节中从未}f{现过的序列：Is、P0、I小R，、RI．。(参见全谱谱倒)，与前27小节的4个基本序列产生强烈对比。同时．这

部分一共使用了7个序列，与前27小节只出现4个序列相比，体现出了这里序列交替的频繁性。其次，这个部分第一小节(即第27

小节的后半部分到第28小节的前半部分)的序列都是以序列片段的形式出现的，即序列片段的续进(参见全谱谱例)．使这一部分

在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它的展开性。最后，因为第29小节到第31小节左手声部基本上是以一拍为单位在高、低音区进行迅速转换，

使这里的音乐在相对宽广的音域上呈示出来(参见全谱谱例)。这一部分收束在第32小节的前半部分，我们注意到，它仍然是以R

和RI的形式来结束的。在第32第36小节这简短的5小节rfl，再现了最为扼要的材料，即前面所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序列(既P．。、

I，、IR，和R。o)，其基本形态并未被打破，但节奏上较前活跃。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第一个主题出现时P．。和RI，是成对出现的，第二个主题出现时P．。和I，同样也是成对出现的，而在第

二部分中则将它们拆开进行陈述、展开，第三部分时再将它们结合起来再次陈述。从上面所分析的几个方面来看，都毫无疑问地暗

示出奏鸣曲式“呈示——展开——再现”三个部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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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构成奏鸣曲式的i个基本原则(1、主题的对比；2、积极的展开；3、调性的附合——本f}Ii代之阻序列的附台)来看，

这首作品中都有明确的体现，这也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勋伯格是如何将无调性音乐作品以其独特的形式与传统曲式结构框架有机

结合起来的。下面是这舀作品的瞌式结构图

曲式部分 小节 序列

呈示部 主题的呈示 1——2小节 P10—m3

(1—_27) 连接搜主题的蓐复 3——13小节 R13／R10一P10—R13 PIo／13一Plo／13一R13／Rlo—l／Plo

副题 14——18小节 Pm／13

连接及副题的重复 19——07小节 Rlo／R13——PIo／13——Plol3——P}o／13——Rl。

展开部 I 27——29小节 13／P0——I】o——Pol5

(27—32) II 29——02小节 IIo／P5——IIo／P5——R5／mIo

再现部 主题再现 32——34小节 P1013——R13／R10

f32—361 副题再现 35——36小节 RIo／R13

C0da I 37——_38小节 P10——R13——13——R¨1

(37—40) II 38——40小节 Plo／13

从以上对勋伯格《钢琴作品》0p 33a的分析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无调性的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和以嗣性功能为核心结构

力的传统奏鸣曲式这两个看似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体，却在作曲家巧妙的安排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由此也可以使我们深刻地认识

到，传统本来就是一条河，它从历史走来，并将不断地以新的面貌流向未来。创新与继承、现代与传统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相异的

只是结合的方式不同罢了。

在音乐迅速发展的今天，新的材料、新的语言、新的技法、新的内容层出不穷，新的结构、新的益式构架也是五彩纷呈，尤其是20

世纪的音乐作品大都具有十分强烈的创作个性，这是由于它们在美学原则、思维方式、技法形成以及风格流派等各方面的不同，促

成了与以往传统音乐的差异。因此，当我们分析这些新的创作技法、结构力和曲式结构的同时．如能观察它们与传统技法、曲式结

构的相关之处，进而探其究竟，则不失为是一种跟上不断发展的作曲技法的重要途径，并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人地理解音乐作品和

作曲家的创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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