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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托克的《小宇宙》共有 153首钢琴练习曲，分为六册。本文以

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册中的五首小品为切入点，主要从和弦结构进

行探究，对其创作手法进行细致地分析与归纳，总结出作者对传统和声

手法的继承与扩展的一般规律，力图揭示他在和声语言运用上独特的

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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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的三度叠置和弦

即便传统的三度叠置和弦在 20世纪已不占优势，但并不是所有 20

世纪作曲家们都完全摒弃这种和声材料。同样，在巴托克《小宇宙》这五

首练习曲中，一部分作品仍然是采用传统的和弦结构作为和声素材（三和

弦、七和弦、九和弦及其转位）。下面我们将结合一些乐曲中的片断来讨

论作品中对传统三度叠置和弦的运用。

例 1，为《小宇宙》第 69首的片断（《和弦练习曲》第 2—5小节），曲子的中

心音为G。纵向来看，分为两个层次，上方为旋律层，下方为和弦层；显然，和弦

层为传统的三度叠置和弦组成，以三度叠置式的纵向织体平滑进行。

例 1 NO.69

二、非三度叠置和弦

在巴托克的《小宇宙》中，作者除了采用传统的和弦结构材料，也运用

了大量的显示出 20世纪和弦结构新观念的和弦形态。比如纯四度叠置和

弦；带附加音的和弦；二度和弦；多重和弦等等。

(一)纯四度叠置和弦

巴托克在《小宇宙》中，除了运用各种四度混合叠置以及常用的四五

度叠置和弦外，还运用到了纯粹地纯四度的叠置。

例 2，这是巴托克《小宇宙》第 131首作品（《四度音程》）的片断。谱例

2(a)为作品的第 1—4小节，分为上下两个层次。横向来看，两个层次都呈

现出纯四度的平行进行；纵观这个音乐片断，为两个纯四度的叠合。我们

再来看这首作品的第 35—38小节（例 2 b）的和声材料，这四小节由两个

分解性六和弦组成（D—G—C—F—降 B—E与 A—D—G—C—F—降 B），

在形态上既类似斯克里亚宾四度叠置的“神秘和弦”又独具自己特色，它

们是由纯粹的纯四度叠置构成。

例 2（a） OP.131

(b)

(二)附加音和弦

附加音和弦的基本和弦通常是三和弦，一般在根音上方附加二度或

六度非和弦结构的音。巴托克的《小宇宙》中，附加音和弦得到了很大的

扩展：根音上方附加各种音程都已在作品中体现，而且基础和弦不再只采

用传统的三和弦，也常运用特定的音程结构。这类和弦进一步丰富了和

声的色彩，增强了音响的紧张度。

例 3，这是巴托克《小宇宙》第 140首作品的片断（《自由变奏》第 27—

30小节），调性建立在 A音上。高音谱号上的声部运用了主音 A的上方

小二度附加音（降 B），低音谱号上的声部采用了主音 A的下方小二度附

加音（升 G），在低音谱号上的由升 C与还原 C纵合成的减八度长持续音

的陪衬下，上下两层次交替进行，带来轻快诙谐的效果。这里的基础和弦

是 A的大三、小三度音构成的和弦。

例 3 OP.140

(三)二度和弦

二度和弦是二十世纪重要的和声语汇之一，也是二十世纪音乐的一种

特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弦结构呈现出由大二度或小二度叠置构成，

又或者由大小二度两者混合叠置构成。另外，在和弦纵向多个声部结合中，

可以是连续的二①度叠置（“一个二度和弦的音都彼此紧邻地排列在一起，

有时这种排列用“音群”和“音簇”（或“音束”）来称谓”②），这类和弦音响的

张力极强；也可为非连续的二度叠置（相隔的二度叠加）。下面我们将结合

一些作品片断来讨论巴托克这五首《小宇宙》中二度和弦的运用。

例 4，这是巴托克《小宇宙》第 132首作品（《大二度旋律音程与和声音

程》）的片断（第 1—4小节），调性建立在 B音上。下方为大二度进行的旋律

层，上方为大二度叠置的和弦层；如谱例中第二小节方框标记处的和弦是

由 E—升 F—升 G构成，第四小节方框标记处为 F—G—A组成的和弦，它

们的和弦结构都呈现为大二度、大二度、大二度，为典型的“音块”结构。

例 4 NO.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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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最深的一种盈利性广告类型。

现如今，国内的大多数的房地产广告都以一种病态的情感元素和思

想为创意起点———炫富！渲染得奢华无比的装饰，同时搭配上“贵族领

地”、“豪宅新系，奢华垂范”等等刺眼的广告语，这就是当前大多数的房地

产广告的展示形式。这边是买不起房子，大多数人为之苦恼，而另一边却

是铺天盖地的炫富房地产广告刺激着人们那根脆弱的神经。助长了社会

浮躁、奢侈风气，与现如今大力推广的和谐的精神文明建设极度不相符。

所以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炫富”广告的“重灾区”。

这种情感元素在广告中是不可取的，不符合设计创意的基本原则，在

生活中也是一样，对社会和谐性的影响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这是

当前情感元素在广告设计创意点中应用失败的第一反面教材。

（二）要运用恰当的情感去引导消费

反观国外的一些设计作品，则是将情感元素运用的就相当到位，这也

与国外的广告业界发展时间、消费观念、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程度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理性消费是当前国际倡导的一种消费模式，这也促使着广告创意和

制作像一个新的领域和形式进行发展。单纯的商品展示和罗列性的商品

介绍已经无法跟上当前社会发展的步伐，所以以情感去引导消费是一种

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宣传方式。如劳力士手表的商业宣传广告就是以情

感为设计创意切入点的成功案例。以两代人的传承作为创意点，以亲情

抓住观者的眼球，即使是奢侈品，也可以讲出普通人的情感故事，以一种

亲切感去记住它，也就为它留下了一个较深刻的美好的印象，同时也有可

能就发展到了一些潜在客户。

四、色彩的情感力量

（一）色彩的情感

以上述的简单叙事的创意点为基础的广告作品不在少数，但是成功

的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的设计作品还是在以图形和文案结合的方式进

行创作的，即使这样，情感依然可以贯穿整个作品，色彩就是很好的工具

和基线。

在艺术作品中，色彩在向消费者传达大量的感官信息和情感信息，比

如说红色代表激情，绿色给人们生机，紫色给人们一种神秘的感觉等等

……在商业广告中，他们同样适用，在给消费者展示的过程中，运用恰当

的色彩信息就像是连接消费者和商家的桥梁，让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加顺

畅、流通。我们要抓住色彩独特的特性，找出一些色彩的搭配会更适用于

某些特定的商业宣传。如大众熟悉的苹果广告：白色的 iPod，黑色的人影，

再配以鲜艳的背景颜色，内容简洁单纯但却能带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

（二）色彩在广告中的重要作用

因为广告设计中的色彩具有视觉刺激的特点，所以能够对消费受众

起到一定的提示、诱导，也就是可以唤起人们对商品的关注和兴趣。色彩

不但强化了平面广告作品中的主体物的形象感，而且在夺目度、真实度方

面具有令人信任、倾心的感化力量。广告中恰当地运用色彩元素，不仅有

益于加强消费者对商品的认知，也在同时促进消费者对广告信息的理解，

继而保证能够得到更加好的促销和销售效果。运用适当的色彩在广告中

的作用就像是强有力的引擎一样，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在广告信息向人们

内心传达时发挥其巨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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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0页） (四)多重和弦

“多重和弦即把两个或更多个和弦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更复杂的音响，

然而关键的因素是要使听众能听出不同性质的和弦实体的并置来。” ③

在巴托克的这五首《小宇宙》中也运用到了这类和弦结构。

例 5，这是巴托克《小宇宙》第 120首作品（《三和弦》）的片断（第 38

小节）。从记谱来看，上下两个层次的和弦结构都非常清晰，由平行的三

度叠置和弦构成；但从音响来讲，上下两个三和弦的结合偶尔会让我们误

听成十一和弦，如谱例中方框标记处的和弦：上方是以 G音上建立的三

度叠置和弦，下方是在 F音上建立的三度叠置和弦，相距小二度的两个

三和弦层次纵向结合，生出了二度叠置的和弦结构形态（F—G—A—B—

C—D），属于典型的“音块”结构。但在其余的部分，两个和弦单位之间反

向进行，呈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多重和弦的织体。

例 5 NO.120

总 结

通过对巴托克《小宇宙》这五首练习曲的和声方法分析，我们可以看

到其和声语言是丰富多变的。除了少量继承了传统的和声结构外，在作

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显示出 20世纪和弦结构新观念的和弦形态。比如有

别于德彪西“神秘和弦”的纯四度叠置和弦；带附加音的和弦；二度和弦；

多重和弦等等。与同时期的许多作曲家相比，巴托克的和声方法的确有

着新的特色。无论是采用传统的和弦结构，还是新的和声素材，作者都将

音乐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和声语言运用上几乎涵盖了二十世纪上半

叶各种技术手法，并在纷繁地创作风格中别具一格，独树一帜。

注释：

①[美]库斯特卡：《20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北京：人民音乐出版 2002年 5月第

一版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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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第 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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