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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朝景》 的调性技法看 “调性思维”
的艺术表现功能

张少飞　 杨宏伟

摘　 要: 文章通过对格里格管弦乐作品的代表作——— 《 〈培尔·金特〉 第一组曲》 第一乐章 《朝

景》 ———进行以 “调性技法” 为主的分析、 研究, 证明其调性运动的 “整体布局” 和 “转换细节”, 同样

具有明确的 “为音乐内容服务” 的艺术表现意图。 继而指出, “调性思维” 作为极为重要的音乐基本表现

手段之一, 应当得到业界的相应重视; 并对其作用、 宗旨和实现等, 做出了适当的总结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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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仅从创作技术的单一角度而言, 艺术音乐创作的实质或可概括为: “对旋律, 节奏、 节拍与速

度, 调式、 调性与和声, 音区、 音强与音色, 演奏法和织体等表现手段要素,① 进行精心构思、 巧妙设

计、 合理选择和协调安排的创造性思维过程。” 然而, 业界对上述表现手段的研究和关注程度, 却存在

明显差异———以 “四大件” 为核心的 “作曲技术理论”, 已对和声、 复调、 配器和曲式等创作技术及其

思维观念, 进行了颇为精深的研究与阐释; 而对调性布局及其运动规律的提炼与总结, 却有待进一步

深入与提高。 因为, 调性的选择、 安排、 布局和运动等, 也是音乐创作中极为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之

一———正如前辈专家所言, “在音乐作品中, 有很多转调都明显地体现了作曲家的艺术意图, 通过分析

研究, 我们是可以找出和理解这种意图的……”。[1] 而这种运用多个调式、 调性及其变换、 发展, 来为

作品的表现内容服务的创作手法, 则可称为 “调性思维”。

一、 调性思维

笔者掌握的资料中, 对 “调性思维” 概念做出的较为精准的定义是, “利用各种调式、 调性的色彩

变化和调性升降变化, 以实现一定的表现目的的思维……” [2] “利用和声与调性的绝对值, 在相对的关

系中, 求得内容所需要的力度和色彩效果, 需要从整体布局来考虑, 这才谈得到真正是在进行 ‘和声

思维’ 与 ‘调性思维’。” [2](26)

所以, 本文在上述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对 “调性思维” 的概念做出如下定义: “调性思维”,

①

基金项目: 2014 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 《 从 〈 朝景〉 的调性技法看 “ 调性思维” 的艺术表现功能》
(2014B080) 研究成果。

业界专家对这一问题的见解稍有差异———吴祖强先生认为, 音乐表现手段可分为 “基本表现手段” 和 “整体性表现手段”
两类; 继而指出音乐的基本表现手段包括曲调线, 调式、 和声、 调性, 节奏, 节拍, 速度, 音区, 音强, 音色, 演奏 (唱) 法和

织体等 10 种不同要素; 音乐的整体性表现手段即作品的曲式结构。 茅原先生亦对音乐表现手段做出了 “基本表现手段” 和 “整
体性表现手段” 的区分; 但他认为前者主要包括旋律线, 节奏、 速度、 节拍, 调式、 调性、 和声, 音区、 音强、 音色, 演奏法和

织体等 6 种要素; 后者则专指作品的曲式结构。 参见吴祖强 《曲式与作品分析》 第 1-4 页和 10-44 页, 茅原、 庄曜 《曲式与作品

分析 (上册) 》 第 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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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了作品的内容表现需要, 而运用由调式、 调性的结构和运动 (即各种调式、 调性的相互转换) 造

成的调性力度和色彩的各种对比、 变化, 并从全局和整体的高度来设计、 考量的调性构思方法,① 尝试

在下文中以格里格 《朝景》 的调性技法为例, 阐释 “调性思维” 在音乐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功能。

二、 《朝景》 及其调性技法

(一) 基本情况

1874-1875 年, 格里格应易卜生 (H. J. Ibsen, 1828 ~ 1906) 之约, 为其幻想诗剧 《培尔·金特》
(Peer Gynt) 创作了由 23 首乐曲组成的戏剧配乐。 作品的成功演出, 使作曲家迅速名扬全国。 尔后,
格里格又选出了其中的 8 首重新配器, 集成了 《 〈培尔·金特〉 组曲》 No. 1, Op. 46 和 No. 2, Op.
55。 这些充满幻想、 色彩瑰丽的管弦乐小品, 从上演之初就获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欢迎, 并最终成

为世界管弦乐坛上雅俗共赏的经典之作。
本文选择的 《朝景》 (Morning Mood) 一曲, 即 《 〈培尔·金特〉 第一组曲》 的首乐章, 该曲源自

诗剧第四幕, 是主人公流浪到非洲时描写自然风光的音乐。 它着力再现了海滩晨曦红日初升、 黎明到

来、 波光荡漾、 海鸟啼鸣的迷人景象, 尤其是生动传神地刻画了日影婆娑的光线变化和海波荡漾的规

律起伏。
(二) 作品分析

1. 基本主题

该章呈示部主题由附加二度音的分解主和弦音调构成, 其平稳进行的运动幅度和逆行迂回的旋法

特征, 结合以适中的速度、 舒展的节拍和平缓的节奏, 营造出一种宁静、 悠远的音乐气氛, 令人十分

自然地联想到平静海面上初升的太阳, 故称 “日出主题”。 而稍后出现的音程扩展, 则明显就是红日爬

升的生动描写了。 参见谱例 1、 3:②[3]

谱例 1: 格里格 《朝景》 呈示部 “日出主题”

中部主题由呈示部 “日出主题” 简化而来, 其音调仅由调式的 I ~ III 级音构成, 在保留了前主题

“窄幅运动” 和 “逆行迂回” 的旋法的同时, 又将时值按比例扩大, 从而使其表现出更加宽广的气息;
而其更加舒缓的简约节奏, 尤其是 III 级音在节拍重音位置上接连 3 次的一再重现, 结合以主题后半不

断上行的旋律进行, 极为传神地刻画出大海微波荡漾的规律起伏, 故称 “海波主题”。 参见谱例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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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 还参考了茅原、 庄曜 《曲式与作品分析 (上册) 》 之 “调性思维”、 “旋宫转调” 和 “和声思

维”, 及 《曲式与作品分析 (下册) 》 之 “中心部分”。
本文谱例 1、 2 由笔者按业界惯例缩编自格里格原作总谱。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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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2: 格里格 《朝景》 中部 “海波主题”

谱例 3: 《朝景》 “日出主题” 与 “海波主题” 的关系

2. 曲式结构

该章采用了较为常见的复三部曲式, 具体结构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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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调性技法

通过上表的梳理、 分析可知, 该章在调性的 “整体布局” 与 “转换细节” 上, 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1. 整体调性布局

呈示部调性在主调 E 和属方向的 #G 、 B 二调内进行; 中部的调性则游移而模糊———作曲家在此处

的和声配置, 有意回避了足以确立调式、 调性的强功能进行, 从而导致 “海波主题” 的两次呈示, 表

现出较为明显的双重调性的特征———既可将其转换作 #c - F - bb - D 解, 又可作 E - F - bD - D 解。 但

无论做何种解释, 其调性变换均围绕在主调 (包括主调的平行调 #c 或主调 E 本身) 和下属方向调 (包

括 bb 或其平行调 bD , 以及其后的 F 、 D 二调) 的范围内进行; 再现部及尾声, 则均在主调 E 上进行。

也就是说, 该章的调性布局呈现出 “T ― D ― S ― T” 的整体安排, 而这一模式与欧洲艺术音乐作

品的典型调性布局, 堪称不谋而合。 格里格 “借鉴欧洲各国音乐传统” [4] 的卓越创作实践,① 由此可见

一斑———作曲家早年在莱比锡音乐学院致使健康受损的 “勤奋苦读” [5] , 已为其今后的创作奠定了扎实

的专业技术功底。
2. 调性转换细节

呈示部 E - #G - B - E 的调性转换, 呈现出的以三度关系为主的转调格局, 显然源自浪漫主义音乐

的优秀传统。

中部的调性转换若作 #c - F - bb - D 解, 则三度关系的转调格局依然明显, 与呈示部的调性布局一

脉相承; 若作 E - F - bD - D 解, 则半音与三度关系的转调各半。 可见, 该章中部的转调格局, 同样受

到了浪漫主义音乐传统的深透浸润。 参见表 1:
表 1　 《朝景》 中部调性关系示意表

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 作曲家采用的上述调性布局及转换, 非但不是对浪漫派音乐传统的盲目照

搬, 而且具有明确的 “为作品的内容表现服务” 的目的和意图。

三、 《朝景》 调性技法的艺术表现意图

(一) 呈示部

呈示部 E - #G - B 的连续上三度加速转调, 伴随着音区的不断升高, 从而营造出一种愈加明亮的

音乐效果②, 与太阳初升时艰难爬升的音乐形象极为吻合; 紧随其后的 B - E 的上四度转调则较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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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说还可参见 《音乐百科词典》、 《外国音乐词典》 的 “格里格” 词条, 以及胡慧琪 《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选·格里格简

介》。
关于调性转换的 “明-暗”、 “刚-柔” 变化, 可参见茅原、 庄曜 《曲式与作品分析 (上册) 》 之 “调性思维” 和 “和声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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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加之织体、 和声、 配器等手段的配合, 生动传神地刻画出一幅阳光普照、 欣欣向荣的迷人景象,
犹如灿烂的阳光洒满了广阔无垠的海面。 可见, 由音乐内容来决定表现手段的选择, 当是作曲家采用

上述调性格局的主要原因。

另外, 呈示部各调 (即 E 、 #G 、 B 和 E ) 的主音, 刚好构成了主调的主和弦———此处的调性格

局, 已然暗示了该章的主调为 E 。 由此可知, 用调性转换来强调或暗示主调, 当是作曲家选用上述调

性格局的另一重要原因。
(二) 中部

中部的调性格局同样具有较为明确的艺术表现意图———其游移而模糊的双重调性, 及调性转换的

“明-暗”、 “刚-柔” 变化,①均为 “波光荡漾、 日影婆娑” 这一音乐内容的表现, 提供了恰到好处的合

理技术手段。 参见图表 2 及该章总谱:
表 2　 《朝景》 中部调性转换的音乐效果示意表

也就是说, 作曲家此处采用的浪漫主义音乐的典型调性技法, 仍然自觉地将 “为作品的内容表现

服务” 作为其技术手段选择与应用的首要原则。 而包括该章在内的许多格里格的作品所蕴含的 “在莱

比锡汲取的浪漫主义养料”,[6] 由此亦可见一斑。

四、 《朝景》 的调性技法提供的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 研究可知, 《朝景》 所采用的上述调性技法, 具有明确的艺术表现目的和意图———
其 “整体布局” 和 “转换细节”, 均为该章的相关音乐内容①及主调的暗示与强调, 提供了恰如其分的

音乐表现手段, 而绝非只是对浪漫主义音乐传统进行刻板套用或盲目照搬。 所以笔者认为, 有必要对

“调性思维” 及其艺术表现功能, 做出如下总结、 阐释:
(一) “调性思维” 的作用

“调性思维” 作为与旋律、 速度、 和声、 织体等平级的音乐基本表现手段, 不但具有其特有的艺术

表现功能, 甚至能够发挥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所以, 前辈专家才对 “调性思维” 做出了殊途同归的

研究、 阐释———指出其可以 “更好地表现作品的内容, 表达感情和刻划 (应为 ‘刻画’, 笔者按) 音乐

形象”;[1](4) 具有 “揭示思想倾向的意义”,[7] 故而 “既是音乐创作中必须精心思考的问题, 又是音乐

分析中必须着力注意的重要方面。” [6]

(二) “调性思维” 当以作品的内容表现为目的

“调性思维” 的 “整体布局” 和 “转换细节” 当围绕作品的表现内容, 进行精心构思、 巧妙设计、
合理布局、 缜密安排, 这样才能使其艺术表现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否则, 调性运动上信马由缰的随意

进行, 即可能陷入漫无目的、 有失章法的冗赘堆砌。
(三) “调性思维” 及其艺术表现功能的实现

“调性思维” 及其艺术表现功能的实现, 还需要旋律、 节奏、 和声、 织体和音区、 音色等多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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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别指 “从 ‘红日初升’ 到 ‘阳光普照’ ” 的呈示部, 以及 “波光荡漾、 日影婆娑” 的中部。 参见前文的该乐章 “曲式

结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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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手段, 乃至整体性表现手段的协调运作与相互配合。 而调性运动与和声、 织体的密切关系, 堪称

相辅相成、 互为依存, 故而应当给予相应重视。
综上所述, 《朝景》 调性运动的 “整体布局” 和 “转换细节”, 均具有明确的 “为音乐内容服务”

的艺术表现意图。 实际上包括该章在内的许多经典作品, 都在 “调性思维” 的成功运用方面, 为我们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而业界对 “调性思维” 的系统研究和全面推广, 相对于 “四大件” 领域

业已取得的骄人成绩而言, 还有待进一步开掘、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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