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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半音化思维”，是指调性思维在遵循传统的基础

上，大量采用变音级与半音来扩展调性的一种思维方式，从

而形成独特的调性思维特征。 

米亚斯科夫斯基钢琴奏鸣曲作品中的半音思维受到肖

邦、斯克里亚宾、勋伯格及斯特拉文斯基的启发，又直接影

响了作曲家洽图良、卡巴列夫斯基与谢巴林等。

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是米亚斯科夫斯基一个重

要的创作领域。《#f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Op.13,1912）、《B

大调第五钢琴奏鸣曲》（Op.64,No.1，1944）、《d 小调第

二钢琴奏鸣曲》（Op.83,1949），是米亚斯科夫斯基钢琴奏

鸣曲早、中、晚时期的代表作。其半音思维贯穿着钢琴奏鸣

曲的创作时期，以其独特的创作思维与组织手法，构成了这

些作品的特色，为人们提供了在遵循传统曲式结构下的现代

作曲技法——半音思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米亚斯科夫斯基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九首《钢

琴奏鸣曲》的创作时间与创作阶段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第一阶段

（1907-1924）

第二阶段

（1907-1924）

第三阶段

（1907-1924）

第一首、第二首、

第三首、第四首
第五首、第六首

第七首、第八首、

第九首

1907-1909、

1912、1920、1924
1907-1944 1949、1949、1949

由此可看出，钢琴奏鸣曲的创作贯穿了米亚斯科夫斯基

的整个艺术生涯。笔者以《第二钢琴奏鸣曲》《第五钢琴奏

鸣曲》《第八钢琴奏鸣曲》所呈现的半音化思维为研究对象，

这三首作品的主题构成与调性和声逻辑都进行了半音化设

计，在奏鸣曲原则的统一下，利用线性半音化处理、和声半

音化及调性逻辑半音化等现代作曲技法，使其钢琴奏鸣曲既

体现了浓郁的俄罗斯风格，又保持了鲜明的现代气息。笔者

从这三首钢琴奏鸣曲主题构成与调性和声逻辑等方面进行

分析，解读米亚斯科夫斯基半音化思维在钢琴奏鸣曲中的运

用。

一、线性关系半音化
线性关系半音化，是指对旋律线性描述的构成与设计上

的半音关系，半音级进贯穿于线性关系当中。米氏在这三部

作品中的线性关系半音化又分为以下两种。

（一）单线条线性关系半音化。旋律，由纵向的和声与

横向的旋律线条两部分组成。若单从横向的旋律线条来看，

又可将单线条线性关系半音化分为旋律主题与低音声部单

线条线性半音化两种。

1. 旋律主题单线条线性半音化。《第二钢琴奏鸣曲》副

部主题动机由半音级进下行三音组组成，即 #F-F-E。三次

模进转移之后，进行装饰音处理。

2.在《第五钢琴奏鸣曲》第Ⅱ乐章中，引子主题共5小节，

前 2小节旋律从高音区的 #D音开始，配以双经过音环绕 #D

音进行，即 #D-E-#D-#C-#D。其中，穿插着四分音符与小附

点音符等节奏型，若去除十六分的 #C 辅助音，看其骨干音

为 #D-E-#D，实则为半音辅助音型。第三层声部以八度交替

的主音 #C 作为 D7/D 的导音。低音声部是由级进上行的二度

音构成：xF-#G-#A-A；第二声部则是与低音声部形成呼应的

下行二度音构成：#A-#G-xF。

《第二钢琴奏鸣曲》连接部材料中的低音线条的进行趋

势为级进上行半音进行，表现为 :E-F-#F-G-#G-A 的离调模

进半音化。 

《第二钢琴奏鸣曲》副部主题材料的主题动机由半音级

进下行三音组组成，即 #F-F-E。由于加入了装饰音，使得

旋律更加流畅优美，经过三次模进转移之后，低声部一串和

弦分解，半音化级进下行：E-#D-D-#C-C-B。

《第五钢琴奏鸣曲》第Ⅱ乐章的引子主题：xF-#G-
#A-A，在低音声部是由级进上行的二度音构成的；第二声

部的：#A-#G-xF，则是与低音声部形成呼应的下行二度音构

成。若将低音声部四音动机分成两组，即 xF-#G 与 #A-A，

为两组片断性的半音序进。之后，采用模进手法在低八度位

置模进了一次。

《第八钢琴奏鸣曲》第Ⅱ乐章的 A主题动机的低音声

部由两个声部构成，暗含两组半音化线条：F-E-bE-D 与

C-B-bB。

（二）双线条半音化。在米氏这三部作品中，旋律主题

线条半音化往往会随着低音线条半音化，此外还会出现和声

内声部隐伏的半音化现象，甚至出现双线条半音化的趋势。

双线条关系半音化有可能是与和声隐伏半音化，也有可能采

取旋律声部与低音线条半音化相叠加。

在《第二钢琴奏鸣曲》引子主题中，两组低音进行半音

化分别为：A-#A与G-#G-A，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叠和弦，

用申克分析法可看出长低音半音化：#A-A-#G。引子动机材

米亚斯科夫斯基钢琴奏鸣曲的半音化思维
黄燕君

【摘 要】《#f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Op.13,1912）、《B大调第五钢琴奏鸣曲》（Op.64,No.1，1944）、

《d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Op.83,1949），是米亚斯科夫斯基钢琴奏鸣曲早、中、晚时期的代表作。这三首作品

从主题构成、发展及调性逻辑上，都进行了半音化思维的设计。在奏鸣曲的原则统一下，利用线性关系半音化、

离调半音模进、双调性等现代作曲技法，使其钢琴奏鸣曲既体现了浓郁的俄罗斯风格，又保持了鲜明的现代气息。

笔者从这三首钢琴奏鸣曲主题构成半音化与调性和声逻辑半音化等方面进行分析，解读米亚斯科夫斯基半音化思

维在钢琴奏鸣曲中的运用。 

【关键词】米亚斯科夫斯基；钢琴奏鸣曲；线性关系半音化；调性逻辑半音化 

中图分类号：J6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56-02

（广西大学 艺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万方数据



·57·

音乐研究 黄燕君：米亚斯科夫斯基钢琴奏鸣曲的半音化思维

料预示了主、副部主题材料的半音化发展。

《第二钢琴奏鸣曲》主部主题低声部第 1小节动机Ⅲ包

含两条音符的半音化线条：A-#G-G-#F-#E 与 #F-#E-E-#D-

D-#C。旋律以三连音的音型发展，两条半音化线条贯穿其中。

第 3小节的旋律声部，用申克式深层结构透视图来看主部主

题动机Ⅳ也是由半音发展而来的：#C-#B。

《第二钢琴奏鸣曲》副部主题动机由半音级进下行三音

组组成，即 #F-F-E。三次模进转移之后，加入装饰音处理。

低声部一串和弦分解之后，半音化级进下行：E-#D-D-#C-

C-B。

图 1  《第二钢琴奏鸣曲》副部主题

《第五钢琴奏鸣曲》第Ⅱ乐章，第 1-2 小节旋律从高

音区的 #D 音开始，配以双经过音环绕 #D 音进行，即 #D-E-
#D-#C-#D，其前 5小节为引子主题。四分音符与小附点音符

等节奏型穿插其中，那么去除十六分的 #C 的辅助音，看其

骨干音为：#D-E-#D，实则为半音辅助音型。第三层声部以

八度交替的主音 #C 作为 D7/D 的导音。低音线条是由级进上

行的二度音构成的：xF-#G-#A-A；第二声部则是与低音声部

形成呼应的下行二度音构成：#A-#G-xF。若将低音声部四音

动机分成两组，即 xF-#G与 #A-A，为两组片断性的半音序进。

之后，采用模进手法在低八度位置模进了一次。

《第五钢琴奏鸣曲》Ⅱ乐章 A主题动机第一声部旋律

层为 A--#F-#G-#G-#F,3+2 的音程核心控制结构；内声部为

八度和弦五音作为支撑构架；低音声部为 #F-E-#D进行大小

二度的低音序进。

《第八钢琴奏鸣曲》由 143 小节构成。第Ⅰ乐章的曲式

结构为无展开部的奏鸣曲式结构。较小的曲式规模、较清

新平淡的和声语言、较优美的音乐旋律，是米氏晚期钢琴奏

鸣曲的音乐风格。主部主题 A的骨干音为级进下行音阶：

A-G-F-E-D，伴奏织体为分解和弦的琶音。第10
   

- 11
   

小节，

Dⅶ 7 和弦与 Dⅶ 5
6和弦形成双线条半音关系。

图 2 《d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第Ⅰ乐章主部主题A内部

由图 2可以看出，和弦设计得很巧妙，低音层由 bB-B

与 C-#C 半音级进递进，内声部的音与分解和弦的末音形成

中景式的隐伏的半音关系：G-#G 与 bB-A，从而形成双线条

半音关系。 

《第八钢琴奏鸣曲》第Ⅱ乐章 6/4 拍子，以小二度为主

B主题动机，附点二分节奏长音是此作品强调的一个亮点。

低音线条半音化颇具特点，呈现出内声部与低音线条两条半

音化线条的复调对位设计，即：bA-G-bG-F 分别在不同的位

置上出现。

通过对米亚斯科夫斯基三首钢琴奏鸣曲的线性关系分

析，总结出米氏对旋律线条的半音化处理，增强了音乐的动

力性，体现了米氏对作曲现代思维的理解。

二、调性和声逻辑半音化

对于钢琴奏鸣曲而言，调性和声思维半音化凸显了作曲

家个人特征，调性和声思维与主题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同时，也标志着俄罗斯音乐风格的发展变化。

（一）和声关系半音化。《第二钢琴奏鸣曲》在引子动

机中，米亚斯科夫斯基采取了离调模进的方式来处理钢琴奏

鸣曲和声的半音化关系，它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叠和弦的两组

低音进行半音化：A-#A 与 G-#G-A。用申克分析法可看出

长低音半音化：#A-A-#G。引子动机材料预示了主、副部主

题材料的半音化发展。 

（二）调性逻辑半音化。主题动机的设计往往会预示着

调性逻辑的形成，米氏在这三首作品中对旋律主题作了半音

化线性关系的处理，这也将会映射到调性逻辑半音化的关系

上。

由于《第二钢琴奏鸣曲》为单乐章奏鸣曲，米亚斯科夫

斯基为了展示奏鸣曲的奏鸣性的张力，在副部主题中，内部

采用了调性的转换来实现材料的扩张与展开。70
   

小节处转

调至F
  

大调，内声部巧妙地运用了扩大手法将副部主题动机

材料作扩大化的四分音符半音化下行：D-bD-C。 

在《第五钢琴奏鸣曲》Ⅵ乐章的展开部Ⅰ材料中，第一

小节的低声部的横向低音为 G-bA 的进行，与第 4拍的同中

音和弦的双和弦重叠 :b6
1和 6

1，同中音和弦的主音 bA和 A的

半音关系。从而在和声上的序进上来看，该片断为调性为G
  

大调，T与 bS ⅱ、S ⅱ级和弦的交替序进，即 T与 bSⅱ
S ⅱ，

既有横向小二度的半音关系（G-bA-A），又有纵向和弦的

小二度的半音关系（T-bS ⅱ -S ⅱ），这体现了米亚斯科夫

斯基钢琴奏鸣曲的半音化思维的运用。米氏在展开部中，不

仅在音高组织关系上运用了半音化思维，还在不同调性的

转换上实现了半音化的转换：G
  

大调的 T-bS ⅱ
S ⅱ与bB大调的

T-bS ⅱ
S ⅱ。这样双调性特征，同时说明了半音化思维在调性

布局逻辑中的存在。 

变化音体系和半音化的风格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

14-15世纪，临时变音促进了导音的形成与终止式的规范化。

16 世纪半音化开始了音乐的词语、情景的表达与描绘的功

能，并为调式时期的开启创造了条件。巴洛克音乐时代，半

音化是情感表达的重要途径，并为某些特定体裁而写，如：

幻想曲、即兴曲等。古典时期，和声功能体系的建立，离调

半音化与装饰半音化成为功能和声较明显的特征。19世纪，

半音化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风格中，它既扩大了调性范围，

又模糊或消弱了调性领域的区分，逐渐走向了 20 世纪半音

化甚至无调性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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