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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曲家蒋祖馨于1955创作了经典的钢琴组曲《庙会》。这部作品采用钢琴组曲的形式向人们展现了中国

传统庙会中的不同风格的景象，将中国民族风情完美地融入到了西方钢琴音乐的创作当中，尤其是作曲家在和声的运用

方面独具特色。

关键词：蒋祖馨：和声：庙会组曲

一、《庙会组曲》的组曲特点

作曲家蒋祖馨于1955年创作了钢琴组曲《庙会》，这部作品在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会的作曲比赛中荣

获了三等奖。从此，这部作品就成了我国钢琴家的保留曲目了，并被纳入了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当中。

《庙会》这部钢琴组曲是作曲家蒋祖馨根据自身的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底蕴，利用钢琴音乐谱写出的一部大型钢琴水

墨山水画。这部组曲充分借鉴了西方音乐的曲调风格，同时加入中国传统民间音乐内容，既传承了西方音乐的技法，同

时又不失中国的民族文化。作曲家在《庙会》中使用的和声进行较多的采用了中国古典和声并进行了延伸，而在曲式结

构等方面则是运用了西方的作曲技术，将中西音乐特点完美地融入到了一部作品当中。

赶庙会是典型的中国汉族民间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是历史上地区间重要的集市贸易的一种。作曲家蒋祖馨使用“庙

会”一词作为这部组曲的名称是非常名副其实的，这部作品主要展现民间百姓在中国传统庙会中欣赏到的不同风格杂耍

表演的景象。这部作品的创作思路来自于生活，并将生活中普普通通的景象赋予鲜活的表现力。在创作中，作曲家蒋祖

馨特别突出对民间庙会的具体的情境的描写，使欣赏者在钢琴音乐的进行中悄然不觉地感受民俗风情，勾勒出属于自己

的想象的画面。整部组曲分为五个小部分，分别为： “二人舞”、“老人的故事”、“笙舞”、“艺人的小调”、“社

戏”等。从《庙会》的整体安排来看，作曲家蒋祖馨在组曲中的每一个单独段落都使用了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尽管作

曲家采用了如此短小精干的曲式结构，但却表达出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在短小的篇幅中将不同的风俗民情都展现了

出来，将形式与内容做到了统一。如在“二人舞”中，作曲家运用A段与B段的对比来刻画情绪上的变化，同时又加入

了舞蹈的元素，将拍子从2／4，3／4转向4／4，5／4，进一步地增强了乐曲的律动感。

这部组曲的调性安排也和其他钢琴音乐有所不同。如在“艺人的小调”再现段以羽调式开始，但在旋律的进行中又

加入了角调式的旋律。调式的重合体现了作曲家蒋祖馨对在同宫系统内，各调式音阶与和弦的熟练应用。据此创作而产

生的音响效果也是别具韵味的。

二、钢琴组曲‘庙会》和声应用分析

(一)五声纵合化和弦

我国音乐理论家桑桐先生提出的五声纵合化和弦，是一种建立在五声调式中各音程的纵合结构的基础上的和声写作

技巧。五声纵合化和弦特点在于和弦的纵向组成音与五声性的旋律音调在整体上保持一致，但并不受旋律进行的限制。

五声纵合化和弦根据其组成音的音数可以分为三音和弦、四音和弦以及五音和弦等。如谱例l：

谱例l选取的是《二人舞》的音乐片段。第一小节中间声部采用F宫调式中的fa、sol、la三音组合而成，下方两

个声部的旋律进行采用时值交错的形式融合进上方的旋律当中，形成两人互相问答的形式。同时，高声部采用固定音型

的伴奏形式，仿佛带给欣赏者一种二人在一个固定的伴奏下翩翩起舞的艺术情景。此外，持续低音的进行与纵合化和声

的写作手法的共同运用，使得整个音乐形象更加的富有浓郁的民族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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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上例谱例2，同样是《二人舞》的片段，随着旋律的进行，调式转入了降A宫系统。因此．高声部的伴奏音型

的组成音也换做成三音列do、降mi与fa。同样，低声部是旋律进行也随之转调，二人舞蹈的距离也随之逐渐拉开。

(二)和弦的四、五度叠置

四、五度叠置的和弦是建立在四度或是五度音程基础上形成的。在实际创作中，可以独立运用四度或是五度的音程

形式，也可采用叠置的方式进行创作。在和声进行方面，多采用平行进行的写作手法。如谱例3：

谱例3是《二人舞》片段，第二小节第一个和弦的低音声部作曲家蒋祖馨使用了so]一do与sol—re的四、五度叠置

和弦，营造出了一种我国典型的西北民族风格的音响效果，同时加上不谐和音程的出现以及该和弦在整个旋律进行中的

不规则出现，让人感觉二人舞更加的具有律动感。(谱例4)

谱例4是《笙舞》的音乐片段，第三小节高声部旋律由E羽调的la，xi，mi构成四、五度叠置的和弦，模仿了打

击乐的音响效果。低音声部的三音持续以及主属音均分八分舞蹈性的伴奏，描绘出一副热闹非凡的庙会场面。

(三)三度叠置的变和弦的应用

在大小调和声体系中，三度叠置结构的三和弦是最为常用的和弦。在作曲家蒋祖馨创作的钢琴曲中，除了自然的三

度叠置结构和弦的运用，三度叠置的变和弦作曲家也是多次运用。如谱例5：

谱例5是《艺人的小调》中的音乐片段，第一小节低音声部fa，la，do，降mi共同构成了大小七和弦，其中三音

la是变微音，因此调式转为雅乐羽调式，雅乐羽调式较又给艺人蒙上了一层哀伤的阴影。三度叠置的变和弦在这首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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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Ij妙地烘托出了乐曲所要表达的感情色彩。 (谱例6)

谱例6是《二人舞》的片段，调式为G商调。上例中使用在这首乐曲中一直避讳的清角音降B，从而使和弦变成减

小七和弦，同时配合延长音记号，使旋律突然停止，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四)二度叠置和弦的应用

二度音程分为大二度和小二度。在实际的创作当中，不仅可以单独运用二度音程，同时也可以运用二度音程叠置成

的各种和弦。在我国传统五声调式中，大二度是一个基本音程，而d,--度音程是不协和的，具有音响尖锐、刺耳的特点，

经常在模拟特殊的音响效果或为表达某些意境的时候运用。如谱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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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7是《社戏》开始段落，调式为E宫。谱例中的第一小节的第一个和弦是主和弦，作曲家在这个主和弦的五音

上方附加了二度音c，使得高声部音程出现了神秘色彩的增三和弦，低音声部是主和弦的第二转位形式，两个声部的低

音构成了相隔八度的二度叠置，此处体现了作曲家蒋祖馨的两个创作思路。首先，-i度的不协和模仿了戏曲音乐中的锣

鼓点：其次，增三和弦的运用给乐曲带来一种神秘的灰色感。

(五)复合结构和弦的应用

两个不同和弦的叠置形成复合和弦。复合和弦具有单个和弦缺少的厚度，并且能够给旋律进行增加立体感。如谱例

8：

谱例8是《二人舞》的音乐片段，调式为G商调。第二小节第一拍的高声部是F宫的主和弦，而低声部作曲家则采

用了G商的主和弦，尽管这两个和弦都是F宫系统，但两个和弦的不协和依然是非常的明显的，同时低音声部do—re的

二度的不歇协和音程进一步地描绘出二人舞蹈的场面。

结语

作曲家蒋祖馨创作的钢琴组曲《庙会》从总体的和声语言上看，尽管是建立在西方传统和声技法的基础之上，但它

又不局限于传统，而是借鉴了中国传统音乐音调的特点，根据音乐所要表现的情感、内容，所体现的风格入手，使用了

许多非严格功能序进的，具有典型民族风格的和声语言，将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相融合，迎合中国传统的

音乐审美理念，力求这部钢琴组曲有可听性、动听性，与此同时也对传统的功能和声方法加以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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