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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列夫斯基《24首钢琴前奏曲》和声形态特点
牛艺臻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信阳 464000)

摘 要：卡巴列夫斯基《24首钢琴前奏曲》采用了三叠轩的和弦结构来增加附加音的变化,把创作的思维多调性、带有色彩

的和声用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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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首钢琴前奏曲》是卡巴列夫斯基创作成熟期的钢琴作

品,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尤其和声的形态和丰富性上具有鲜明

的特点,成为整首钢琴曲的最大亮点。 整首作品以调性作为中

心,运用了多样的和声来表达不同的意义,并从而出现了各类

且功能各异和和声组合。 在实现和声音乐功能的前提下,还为

曲子添加了多样的。 和声的变音体系的大量应用,从充分发挥

和声的作用开始,引入了变声,成体系地入了具有色彩性、非
功能性的和声, 让原来一直以七和弦—主和弦的功能性和声

系统蛮丰富起来。 而到了 19世纪后半期,对于和声的使用开

始出现了新的趋势,传统功能性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开始出

现复杂化的和声和弦的结构, 而且作曲家对于和弦外音的运

用不再只局限几种形式,而开始变得更加自由化,而和声的主

导方向作曲家们, 包括卡巴列夫斯基本人采用更为自由的声

部线条,让和声的内容更为丰富,表现出超过功能性以外的内

容。而在《24首前奏曲》和声运用中,卡巴列夫斯基则有意地调

整了和声的色彩性[1]。
一、终止式的和声

卡巴列夫斯基在《24首前奏曲》中采用了大量终止式的和

声,而且在具体的使用具有鲜明的特点[2]。 具体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他对于终止式使用相比较同时期的作曲家有独

特的想法, 也是对于在和声的终止表达上与传统的用法有着

明显的不同,从具体的音节上,有明显的喜好,即他更喜欢频

繁采用带有 V7—I的完全终止形式,并加以终止性的变终止,
以达到通过几个音节来实现复合表达功能的作用。 与此同时,
他还经常将主音调引入其中和声音节中, 并结合了重同名调

的和弦等其他类型的和弦,通过复合的应用,从而达到弱化了

原有和谐的功能进行的目的。 除此这类手法以外,他还有利用

例如阻碍终止的方式,去降低主和弦的旋律。
卡巴列夫斯基还经常通过下属和弦来避免复式终止的进

行作用,在保证和声的色彩性得到了明显提升的同时,还保照

顾到了一般性的终止式和声使用习惯,便于钢琴的演奏。 实际

上, 这也是卡巴列夫斯基在终止使用上的惯用手法。 例如在

《245首钢琴前奏曲》 的第二首 a小调前奏曲的结尾处就能看

到此类手法[3]。

卡巴列夫斯基还经常使用不同调式的和弦, 并采用重同

名调和弦进行对置方式。 由于终止式和声采用了不同调式,但
是同主者的和弦中时, 可以很容易在色彩上形成可以形成带

有加强效果的对比, 这也是卡巴列夫斯基在通过终止式传统

用法上的借鉴而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创新。 即便如此,《24首
前奏曲》中的每一首作品以对于和弦的处理问题上,却有着各

自鲜明的特点。 例如第二首 a小调前奏曲, 运用了-I的终止

式。 按照大多数作曲家的习惯性创作手法,经常将与主音小调

的搭配的和弦放在整首曲子的结局处。而在 G大调前奏曲中,
他继续发挥他对于多种和声同时应用的特长, 使用了比以前

更为复杂的和弦,在 bG大调中通过低声部的直接进入,并使

用了 III级和弦并连续保持了四小节, 然后再到和弦的主音,
再转到 C大调音 B,整个终止形式颇为复杂。 但随后又采用了

更为巧妙的终止处理,即补充终止。 通过这些处理,能够清楚

的看出卡巴列夫斯基运用了调性扩张的现代和声思维。 由于

原位的极音终止式并不能对主调起到很好的音响支持效果,
为了减少这个缺陷的影响,在低音声部做了特殊的处理,他放

置了属和弦的五音,采用 bE—D的半音下行级进,彻底地解决

了音程被增强的趋势。
虽然《24首钢琴前奏曲》中,尤其是在主和弦以内,终止式

很少被使用在乐曲内部的乐句当中,或者乐段与乐段之间,这
种用清运基本作用是通过这种位置的变化, 能够实现了卡巴

列夫斯基特意降低音调强度的目的, 打破了和声一段时间以

来的听觉惯性,赋予其新的艺术生命力,使已经习惯了某一种

形式的和声有了不同以往和声的新感觉, 从而在舞台的演奏

时对于整首作品的表达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即是出现了让台

下的听众耳目一新的新颖感,这也是《24首钢琴前奏曲》这部

作品的魅力所在。 例如为 C大调前奏曲 8到 11小节处,当乐

句演奏到结尾时处, 突然出现了似乎有些突兀的带有 VII7—
VI7阻碍的终止式,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小节的继续增加这种终

止工。 而在按照一般的用法,当作品中如果出现了阻碍终止的

形式,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直接结束音节,并且重新开始新

的音节。 但是卡巴列夫斯基并没有照搬旧例,而采用了新的办

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继续使用终止。 例如在同部作品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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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节中,采用的终止形式仍然是常用的阻碍终止。 通过上下音

节的联系,并结合曲子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这也是卡巴列夫

斯基根据乐曲的要求所特意做出的变化, 即他避开主和弦来

产生突兀的音调收束感,再结合阻碍终止的反复使用,从而到

强度弱化, 并直到最后的终止。 而在左手的低音柱式和弦部

分,在横向进行方向和弦分别出现了的三个音,在局部形成了

由非三度叠置组成和弦,从而给听众产生了愉悦感,更好地衬

托整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再现[4]。
此外,《24首前奏曲》对于终止式的使用还有下列特色,即

有 14首使用了变格终止,超过了整部曲子的一半以下,有 10
首使用了不同调式的和弦,7首使用了重同名调和弦。。 此外,
变化和弦音级传附加音都得到了采用。 变格进行突出变格进

行的和声语汇思维, 是因为卡巴列夫斯基吸取了俄国的调式

用法,还有想强调某一方面的完全终止的强功能。 另一方面是

作曲家刻意

二、带状的和声形式

带状的和声是常见的一种和声形式, 被许多与卡巴列夫

斯同时代的作曲家所作用,相比于其它形式的和声,它的最突

出特点是有横向和弦,连续的和弦的,并保持结构的相同性,
这种处理手法最早是来自会于传统的“奥尔加农”的和声处理

方法,但又在原有的基本加以了创新。 因为按照以往的和声创

作习惯,已低音部的四度是不允许与五、八度平等处理的,只
能按正常的平行六和弦来处理, 而且转位是位置是弹奏三和

弦之后。 于是在《24首前奏曲》中可以看到此类的应用,例如

二、四、五、七度,原位三、四、六和、七和弦、七和弦都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而且还与其他类型的和弦构成了平行的结构关系。
这种带状的和声形式, 是作者向印象派作曲家学习后所借用

的。 由于平行进行本身具有的功能性降低,直接为曲子增加了

和声的色彩。 而在整部前奏曲中,作为和声的典型特征,平行

进行的类型并还有多种[5]。
在 C大调前奏曲 15到 19小节处, 作者为采用了六度音

程并加以叠加的方式置于高音旋律声部下方, 并且以平行进

行的方式产生了一个新的六度音程, 将并用对应的方式在低

音的局部产生了卡农型的旋律,深化了层次的感觉,凸显了曲

子的艺术厚度, 旋律层被平行的六和弦通过进行化而得到了

加厚,通过旋律的起伏而平行进行。 整个织体部分由三个层次

所组成,即用大三和弦第二转位的平行方法来组成旋律层,强
调的方式是带有间隔的八度,并加入了持续音,通过对节奏加

以处理,保持了严格的平行旋律,形成了游移的调性,习惯在

最高声部处定位主旋律,并置于突出的位置,同时会出现两个

不同层次的属持续音。 从旋律音的位置角度分析,看,和弦的

守调平行且在四度作叠置处理,造成了非常特别的音乐效果,
即在听众的耳朵里产生了类似空洞的感觉,空灵但不迷失。

三、持续音

传统音乐中的持续音都属于上方音部的已经与原有的低

音和弦结构不再保持直接的关联,例如主音、属音和二重持续

音, 其中主音或属音的连续性是通过使用延长音或者重复音

的技法来实现。 上方声部的结束尾必须出现与低音相吻合的

和弦,时候也会出现持续音。 而到了 20世纪,随着音中也开

始使用了持续音的形式得到了扩大, 并不会局限于声部,在
音程和挂级垢和弦也能看到。 在《24首前奏曲》中,巴赫更多

地采用用持续音音程的延长造成特意的冲突感, 除此之外,
固定音型的单音也出现在其中。 例如作为 C 大调前奏曲 6
到 8小节中出现了一部分音节片断, 从和声上处理上看,这
三节的七和弦中的三音被音上方二度 D 所代替的, 并且经

过了柱式和弦的和声化处理,并在与一直持续了两小节中与

C音起组成了大二度。 保证了 D原有的音程,造成音响效果

的模糊,这也是是卡巴列夫斯基经常使用由二度音程所构成

的持续音。
《24首前奏曲》创作期正值前苏联提倡民族性,强调民族

自豪感的时期,音乐的创作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时代的烙印。 虽

然个人做出了适量的创新, 但有时候也不得故意做出保守的

姿态,同时,这种两难的境遇也反映到作品当中。 卡巴列夫斯

基在《24首钢琴前奏曲》采用了多种类型的和声,也包括具有

色彩性效果的和声,并通过音调的变化持续的刻意强调,这也

是卡巴列夫斯基《24首钢琴前奏曲》在和声形态最为明显的特

点。 为了更好的变现它的特点,需要表演者通过弹奏技术变化

来实现,包括广泛运用大量的变格,使用具有带状手法,通过

与多种类型的曲调作对比关系的处理, 才能把这部作品的和

声魅力展现给台下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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