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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彪西两首钢琴前奏曲和声技法分析

李 涵

(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天津300171)

摘要：克洛德·德彪西是印象主义风格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钢琴作品，《“首钢琴前奏曲》富

有娴熟的创作技法和丰富的演奏技巧，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学术研究性的钢琴作品。笔者以《音和香味在黄昏的

空中回转》和《古壶》两首作品为例，侧重于对和声技法方面的分析，以蕲探究德彪西音乐作品中和声的重要地位和

表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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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德·德彪西(1862～1918)，印象主义风格

作曲家，由于受象征主义文学和印象主义绘画的双

重影响，他的音乐以暗示或提供一种意象和心情来

表现音乐。在其别具一格的丰富想象中，音乐决不

会限制在古老的体系和模式中，节奏、织体、力度和

配器等因素以明显的新手法运用在创作中，给予音

乐艺术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表现力，使其音乐独树

一帜，彪炳青史。

德彪西一生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优秀钢琴作品，

他不仅是一位具有高超演奏技术的钢琴家，而且还

擅于用钢琴制造各种新颖、特别的音乐效果，其中，

《24首钢琴前奏曲》尤以描写“意象”情景中的大自

然为主，每一首的标题都富有象征性和视觉性，通过

攫取自然界中最细致人微的感觉、各种暗示和略带

涵蓄的音响色彩来表露自然，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独

树其志的美学理念和独具匠心的创作手法。如下是

对《24首钢琴前奏曲》中其中两首的精要分析。

一、《音和香昧在黄昏的空中回转》

《音和香味在黄昏的空中回转》这个标题出自

法国浪漫主义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的诗作《黄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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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中的一段：

白昼已消失。

但余辉仍在黄昏的天空中飘荡；

乡愁与烦恼化成往事的回忆，

而如此情景也将倾刻消失。

当空虚的黑夜、厌恶的心绪到来时，

忧郁的华尔兹、眩晕的疲倦⋯⋯

而这一切都打不动年轻温柔的心。

这首诗作非常富有象征性意味：在黄昏的余辉

中，当乡愁、烦恼、黑夜和厌恶的心绪来临时，内心的

忧郁和疲倦久久挥之不去，然而空气中飘来了阵阵

芬芳的香味，美妙的音乐在暮色中若隐若现、若即若

离⋯⋯德彪西运用新的创作方式，把这种感觉、视

觉、听觉，还有触觉、嗅觉融进到自己的钢琴作品中，

乐曲描绘得既朦胧、含蓄又变化多端，给人以无限的

遐想，疲惫的心灵得到温暖和慰藉。

1．主题中的和声基础

主题a(1—8小节)“香味动机”的音高组织建

立在德彪西自己所创立的人工音阶上，“四音动机”

e2一a2—6b2一e2由纯四度、tJ、S．度和减五度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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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响上来说，纯四度听起来协和、空灵，tJ、-"度和

减五度则微妙、游移。乐曲开始的T之后进入A大

调的同主音a弗里几亚小调d，，然后第二小节由

“四音动机”变奏发展为“五音动机”，和声由d，到

省略三音的TSvi构成阻碍进行来扩展乐句，接着在

TSvi和弦的背景下，中间声部出现了一串七和弦的

连续进行，由A大调D，／“D与D，／D和弦交替进行，

其间第四小节第一拍还插入一个过渡性和弦D，／s，

最后主题a停在D，／6D—D。／ts vj的和声进行上，也

可以看作是“E大调的D，和弦、E大调上的D，和

弦、D大调的D，和弦与F大调的D，和弦在A大调

的主持续音上互相对峙，每个和弦都保持着各自的

独立性。此外，第5和第7小节中声部的“A与低声

部的A形成半音对峙。主题a由于低声部主持续

音A的保持与延续，使处于游移中的调性仍被囊括

于A大调之中。

谱例l(第l一8小节)

第24小节主题a1减缩再现，到第27小节，主

题a2(第27—31小节)调性转到A大调的重同名

调6A大调上，开始由6A大调的同主音“a弗里几亚

小调d，一偈vi的阻碍进行来扩展乐句，之后在6A大

调的Dvii"6、Dvii2／D、Dvii；、Dvii7／Sii、D谳；／dⅦ、Dvii6／

髑vi和档DVIl2／Sii和弦上，构成含有半音化平行和弦

的整体移位。

谱例2(第27—29小节)

第31小节主题a3(第32—37小节)开始先

在“A大调的主和弦上快速奏出一串琶音式分解和

弦，然后由“四音动机”变化而来的“五音动机”作为

主题a的变奏出现，之后，第35—37小节由三度根

音关系的大三和弦作平行进行。

谱例3(第30—37小节)

最后，主题a4(第38—41小节)是主题a的变

化再现，调性又转回A大调，开始的“五音动机”逐

渐变化裁截为三个音，第39、40小节的后两拍在。F

大调的Dvii，之间插入过渡性和弦——c调的D，和

弦，之后，第41小节在A大调的同主音a小调的

s ii，与tsVI，上形成具有减五度根音关系的平行七

和弦的下行移位进行。

谱例4(第38—41小节)

第44小节主题a5(第45—49小节)的“四音动

机”是主题a在”F大调上的移位。开始的T之后出

现Dvii，／Sii和弦，然后从第46小节的第三拍开始，

先后在Dv避／sii、Dvii；、Dvii，与其重同名调F大调

的同主音f小调Dvii，和弦上形成含有二度根音关

系的平行导七和弦的半音下行移位。第48、49小节

在A大调的大主和弦与小主和弦之间插入它的重

同名调6A大调的平行调——f小调的D：，接着第49

小节在f小调的Dvii，和弦中又插入它的D；和弦，

最后也在Dvii，和弦上向尾声过渡。

谱例5(第44—49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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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动机主题b(第9—17小节)像是隐隐约

约、徐徐消失的声音一样，飘荡在和熙的暮色中。动

机由大二度。C一4D构成，上方声部做八度进行，其

中间还夹有隐伏的半音化级进线条8E一。F—G一。

F，下方低声部主持续音A变为八度重复。和声开

始由A大调的平行调——’f小调的DtⅢ+增三和弦

引出，然后在’f小调t和弦之间插入辅助性和弦——

D2／tsgi，之后第13—16小节在A大调咯D，／D与

Dvii，／Sii和弦上作交替进行，第14小节中声部的8A

与低声部的A形成半音对峙。

谱例6(第9—18小节)

主题b1(第18—23小节)是由主题b的主导动

机4c和。D变化发展而来，下方声部分别把小三、大

二度音程与增四、减五度音程组合在一起，使朦胧的

意境散发出一丝紧张、神秘的色彩。第18—21小节

在4F大调的D。和弦与其重同名调F大调的D。和

28

弦上作交替进行，此时第18小节中的’C和。D均为

。F大调的和弦音，但在第19小节中4C为和弦音，。D

则为和弦外音，第三拍上方声部中的4C音与内声部

中的C音还构成半音对峙关系，之后，第22和23小

节仍在F大调D。和弦上持续进行。

谱例7(第15—23小节)

2．曲式结构

德彪西的曲式结构原则既继承了传统的曲式原

则，又在此基础上作新的改造与创新，音乐的发展遵

循内在的规律与逻辑性，追求大胆又匀称、精确的结

构思维方式。这首作品的曲式结构是一个单三部曲

式的轮廓，曲式结构图如下：

结构 因 囤 囡 尾声匠二互]口E蜀匣二二]
调性 A圈 bA A A ～乍．A

小节l—薯9_一17 l争啪2辛__26 27_3l 32—07 38—4l 42—45 46—49 50_—嘲

如上图所示，我们可以纵观全曲：“香味”主题

动机在整首乐曲中贯穿发展，处于核心地位，吲部

通过调性A与6A的对置形成富有色彩性的对比，主

题材料是主题a的变奏发展，没有出现新的对比性

材料，但再现幽部中却出现了新材料主题c，并且主

题a5还在A大调的远关系调——。F大调上进行变

奏。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德彪西曲式中划分乐

句、段落结构的不是明确的终止式与和声，而主要是

通过调性、织体、力度等因素来区分，音乐就像万花

筒一样总是处于不断变幻的状态。

二、《古壶》

古壶是古代埃及墓葬中的白色瓦罐，瓦罐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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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物或人物头像。此曲的标题也叫做《骨灰匣》，

深沉的旋律在弱的力度下缓缓地奏出，充满了神秘

的东方色彩。德彪西在这首作品中寄托了一种哀

思，仿佛是看到了参加葬礼的游行队伍，而为已经逝

去的亲人和故友而感到哀伤，由骨灰匣而引发了对

往事的回忆。

1．主题中的和声基础

主题a(第1—6小节)调性开始在d多利亚小

调上，在弱力度下由一串平行三和弦引出，第--／b节

第一拍还原B避免了减三和弦的出现，以小三和弦

取而代之，保持了五声化的特征，之后，6B的连续出

现暗示调性到达d小调，然而在第四小节第二拍突

然意外的进人到6A调的D—T，接着又进行到d小

调的同中音调6D大调的S和弦，后面又与d小调的

t和弦相连接。

谱例8(第1—5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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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b(第7—13小节)的调性建立在g小调

上，开始前三小节的和声在g小调的D，与D，和弦

上进行，而上方的旋律中占有长时值节拍重音的。C

音是导向和弦音D的强倚音，它与D，和弦中的七

音c形成半音对峙，之后，第8小节含有装饰音的

强倚音6E音通过半音下行(F—E一“E)导向和弦音

D。第11小节开始由d小调的Sii，减小七和弦过渡

到d多利亚小调的Sii，小七和弦，然后又与其同中

音调——“D利底亚大调的SⅡ，大小七和弦形成对

置，此时，上方声部漂浮着一条具有东方色彩的旋律

片段，似乎在诉说着内心的伤感与哀愁，同样，旋律

中的和弦外音A放在了比其它和弦音更突出的位

置。

谱例9(第6—13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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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c(第14—19小节)开始和声在“B大调的

D9／D—D。3和弦上交替进行，第14、15小节上方第一

个和弦由两个纯五度排列，中间声部的旋律线条作

下行级进进行，下方低声部由两个纯五度+大六度

排列的上四度平行和弦交替进行。第17—19小节

以平行四度音程构成的“双倚音”最为鲜明，在该排

列的g小七和弦之间，贯穿着突出四度排列的A九

和弦。

谱例10(第13一19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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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20—25小节，主题b1变化再现，主要是通

过调性、和声的转变与主题b形成对比，主题b1的

调性转移到C小调上，和声在c小调同时含有两个

五音——D与6D的毛D。和弦上展开，此时，旋律片

段中的。c音已不再作为D音的倚音而存在，而是通

过等音于c小调的降五级音而成为D。的和弦音，最

后第24、25小节在6A八度音之间运用两个相差半

音的g与。f小三和弦，和弦音分解交叉作下行级进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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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1(第20—25小节)

；p弘f．

这时，主题a1(第26—29小节)再现，调性又回

到d多利亚小调上，第28、29小节第一拍的调性意

外进入6e小调，此时和声可以分为两层：上方声部

在6e小调的t—d—s—t和弦上进行，下方声部构

成6e小调的dWH和弦的和声轮廓，之后和声在6e小

调的重同名调——e小调的t—S和弦上进行，接着

采用c和声大调s—T的变格终止收束全曲。最后，

第30—33小节引用了主题b第11—13小节的材料

作4小节扩充，旋律与中间高声部运用了“双五度”

排列，和声在C混合利底亚大调含有九音的T和弦

上持续并逐渐结束。

谱例12(第25—33小节)

2．曲式结构

这首曲子的曲式结构是一个再现的单三部曲

式，全曲主要围绕着主题a与b做了陈述和发展，不

同于传统的曲式类型，这里主题C的结构长度比较

短小，特别是原本应出现在A1部中的主题b1却在

B部中提前于a1而出现，而A1部中只再现了主题

a1。此外，这首曲子的首尾调性不一致，首先调性开

30

始于d多利亚小调，但最后却结束于c混合利底亚

大调上。在这不规则的单三部曲式中，材料的精炼、

统一与多变都逐一展现在我们眼前，和声织体也是

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调式、和声的选择与运用更为

丰富多彩，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曲式结

构图如下：

结构 A

矗 b

小节 (1—6)(7一13)

调性d G

B

c b1

(14一19)(20_一25)

。B C

三、和声技法运用

德彪西在其音乐作品中对和声手法的大胆革

新，对当时以及未来的音乐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的作品如此之成功，有一半的功绩归功于他对和

声手法的独匠运用，他用和声来渲染气氛、变换色

彩，还用来组织乐曲的结构。除此之外，还能看得出

他的和声带有“点描”的艺术特点，运用“点描”的手

法，使音响效果更丰富、色彩斑斓，而旋律则丧失了

往13的统治地位。

(一)调式调性的扩张

德彪西突破了传统大小调体系的束缚，他巧妙

的运用了一些手法既保持了调性的特色，又使调性

处于一种不断游移的状态中：1．运用主持续音来确

立调性，如《音和香味在黄昏的空中回转》主题a(见

谱例1)，如果去掉低声部的主持续音，调性则如陷

入汪洋大海中找不到方向，不知所终；2．运用核心音

调与同中音调、重同名调互相交替、渗透的手法来扩

张调式调性，如《古壶》主题b的第12、13小节由d

多利亚小调的Sii，小七和弦与其重同名调——6D

利底亚大调的SⅡ，大小七和弦形成对置(见谱例

9)；3．运用平行和弦的手法可以构成副属三和弦或

七和弦的连续进行，从而造成调性的游移与扩张，如

《音和香味在黄昏的空中回转》第28小节主题a2

在。A大调的Dvii6、Dvii2／D、Dvii；、Dvii7／Sii、Dv道／

dVH、Dvii6／TSvi和桕Dvii2／Sii和弦上构成平行和弦

川一㈣1
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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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移位(见谱例2)；4．通过半音的倾向性进入

新的调式和弦从而实现调性的扩张，如《古壶》中主

题a在第4小节通过半音化的移位由d小调意外的

进入“A大调。之后又半音进行到d小调的重同名

调6D大调的S和弦与后面d小调t和弦相连接(见

谱例8)。

(二)追求和弦结构的特色

在传统的和声技法中，三度叠置和弦被广泛的

使用，德彪西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运用了多种不同

的方式来对三度叠置和弦加以创新，并且脱离了传

统功能和声及大小调体系的束缚，例如三度变音和

弦、高叠和弦、附加音和弦等，都属于对三度叠置和

弦结构的拓展。

1．三度叠置和弦

《古壶》中主题a由一串平行三和弦引出，这些

和弦都建立在三度叠置的基础上作整体的线条性移

动，形成了具有东方五声化特征的旋律线条(见谱

例8)。再如《音和香味在黄昏中回转》主题a3中连

续大三和弦的色彩性运用(见谱例3)。

2．三度结构中突出四、五度排列

《古壶》主题c中，在三度叠置和弦的基础之上

突出四、五度排列(见谱例10)。

3．三度变音和弦

德彪西在以三度叠置和弦为原则的基础上加人

外音、替代音、变化音或附加音而构成三度变音和

弦，它包含以下几种情况：

(1)和弦外音

和弦外音的延迟解决：《古壶》主题b上方旋律

中的’c音作同音的连续重复，延迟解决到和弦的根

音D音(见谱例9)。但在主题b1中。C音却作为和

弦音与倚音同时呈现，此处作为和弦外音的’C音同

音连续重复后延迟解决到和弦的五音D，而’C音的

等音6D作为c小调D。和弦中的降五音保持呈现，

之后的小节含有装饰音的强倚音“E音通过半音下

行(F—E一。E)延迟解决到和弦音D(见谱例13)。

持续音与外音互相结合：《音和香味在黄昏中

回转》主题b中开始前四小节上方声部始终以。C音

作为旋律中隐含的持续音，然后在此基础上先后加

人外音。D和B，构成持续音+外音的固定音型反复

进行(见谱例6)。

(2)替代音

把原调和弦中的自然音级用其同主音调、中古

调式或其它调式中的同级特征音来互为替代，如

《音和香味在黄昏中回转》主题a开始的第一小节，

在A大调上插入其同主音调a弗里几亚小调的d，

和弦，以弗里几亚Ⅱ级特征音替代原调式Ⅱ级音，还

以同主音小调中自然Ⅶ音来替代A大调中的Ⅶ音

(见谱例1)。

4．高叠和弦

德彪西作品中对九和弦、十一和弦或十三和弦

等高叠和弦运用较多，十分钟爱这些具有特殊音响

色彩的和弦，但他在运用时削弱了和弦的功能，或突

出某种音程排列，或把和弦音分层运用。如《音和

香味在黄昏中回转》主题b1开始第一小节的下方声

部中出现的三个和弦，与上方旋律音。C共同构成。F

大调的D。高叠和弦(见谱例7)。再如《古壶》中主

题c开始第-4,节在“B大调的D。／D—D，，和弦上交

替进行，在和弦音分层的同时突出了五度排列(见

谱例10)。

(三)和声进行

和声进行削弱了功能作用和倾向性，协和与不

协和的音程或和弦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七和弦或

九和弦可以不进行解决，或保持或作整体和弦的线

条性移动(见谱例2)。此外，他还经常把不同调式

调性中的七和弦互相对峙起来，并与持续音结合，使

得调性总是处于一种不断游移的状态，实现了调性

的扩张与调性建立的新方式(见谱例1)。

1．平行和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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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教会音乐开始到瓦格纳时期，平行和弦

的手法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是仅限于在调式内使用，

和弦的“功能性”仍然占主导地位。到了德彪西时

期，平行和弦的进行手法更为广泛而丰富，如三和

弦、七和弦的平行、高叠和弦的平行以及各种四五度

和附加音和弦的平行等。

平行和弦在德彪西的钢琴作品中有着重要的作

用，完整的、不完整的或转位的七和弦、九和弦，在保

持各声部音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整个和弦形成线

条性的移动，每个和弦基本上完全丧失了功能性，调

式调性已经开始离散、漂浮，极大地削弱了和声的功

能倾向性和意义，加厚的旋律突出了和声音响色彩，

降低了旋律音的清晰度与旋法。如《音和香味在黄

昏的空中回转》主题a3第35—37小节在‘A大调三

度根音关系的大三和弦作平行进行(见谱例3)。

2．持续音

德彪西作品中所运用的持续音有着非常重要和

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于他喜爱使调性处于一种游移

的状态，所以他非常巧妙的借助于主持续音来巩固

和确立调性，如《音和香味在黄昏中回转》第1—8

小节由于主持续音的存在，使得原本不知所终的调

性找到了它的归宿。此外，德彪西在运用持续音时

也突破了一些传统和声中的用法，他以追求音响的

色彩性为目的，在没有规则的节拍重音上运用持续

音，造成一种飘渺游移、若即若离的感情色彩(谱例

1)。

3．削弱属功能和弦

德彪西革新了传统和声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属功

能的音响，他弱化了属和弦的功能倾向性，却增强了

具有“印象主义”风格的“意象”色彩，属功能由于加

入替代音而使和弦的结构性质发生改变、或延迟解

决到主和弦、或进行到其它不协和和弦，如《音和香

味在黄昏的空中回转》第一小节T之后却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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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a弗里几亚的d，和弦，由传统和弦结构中的

大小七和弦变成减小七和弦，这实际上是对属功能

作用的一种削弱，但却能更加表达出作曲家内心所

希望的那种柔和、昏暗的音响色彩(见谱例1)。

4．隐含的“终止式”

传统和声中的终止式总是习惯解决到D或是

D—T，德彪西的终止式打破了常规的传统终止式技

法，擅于用织体、节奏、旋律、力度、时值等因素综合

起来以体现终止式，他抛开了以往创作中的条条框

框，一切为了表现自己所独有的个性色彩音响为目

的，如《音和香味在黄昏中回转》主题a3最后在含有

上行三度根音关系的平行大三和弦的进行向主题

a4过渡，并在A大调D—D／DTⅢ的和声进行上收

束，这是一个非传统的开放型终止式，没有明确体现

出终止式的结构模式，只是依靠同构和弦、织体、力

度等表现因素来进入再现部(见谱例13)。

谱例13(第37—39)

结语

作为“印象主义音乐”的创始人，德彪西和声写

法的特点主要是为了突出印象主义主观意象的感

受，抓住瞬间即逝的意象，和声就像是他笔下的一块

“调色板”，根据自然界中的瞬息变化配以精致、多

变的和声，调配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水墨画，给我们

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联想和享受。

作为印象主义音乐的奠基人，德彪西独特的音

乐创作思维和独有创新意识的作曲技法，为后人不

断学习和借鉴，也为20世纪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责任编辑郑铁民 宫富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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