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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世纪上半叶自成一派申克音乐分析理论，区别于传统音乐分析的思维模式，将音乐作

品简化还原到最初的基本结构形式以后，所剔除的延长部分成为了每首作品的个性化表现。

因此，研究作品的延长表现其实是在共性中探讨个性的过程。

本论文第一部分对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核心一结构和延长两个功能进行叙述，并对申克
音乐分析的整体特点进行评述。第二部分运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从一个和弦内部、两个结构

和弦之间及申克理论中的形式与传统曲式结构比较所形成的延长等三个方面，对勃拉姆斯的

钢琴作品的延长表现进行了分析，探求更多的延长表现：第三部分首先总结了申克音乐分析

理论的优越性、开放性和局限性特点，其次将勃拉姆斯钢琴作品的延长表现做出总结。试图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音乐的构成要素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探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所产生的影响

和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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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己l 吉
=，I 口

音乐分析理论的发展历程，是人们逐步理解音乐的过程。从早期的以调式为研

究对象的萌芽状态，到19世纪初期以曲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分析方法，再到音

乐分析迅猛发展的20世纪，如：“对音高材料能量演变过程"①进行研究的主题一

动机分析法、有机贯穿的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以音的关系为研究基础的兴德米特

分析理论、以分析十二音音列对作品结构作用为主要的十二音序列音乐分析法、

无调性音级集合分析理论等分析方法的出现，音乐分析理论紧紧跟随着音乐作品

在各时期变化而蓬勃发展起来。音乐分析方法是对音乐作品进行说明以帮助人们

能够理解作品的途径，同时也对作曲技法产生了促进的作用。从20世纪音乐分析

的各个流派的不断涌现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音乐作品创作的新思维，以及人

们对于新思维作品而产生的新思考。

奥地利音乐家海因里希·申克(Hei耐ch ScheIll【er)创立的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作

为20世纪上半叶一个较有影响的音乐分析方法，用区别于传统分析方法的思维来

重新考虑音乐要素之间的联系。申克音乐分析理论先由申克本人着重对18、19世

纪音乐作品的研究，后发展到他的继承者如萨尔则等人的后申克音乐分析，对一

些现代音乐作品进行解释，都说明了这个理论有其研究的价值及意义。近年来，

国内关于这一理论的著作为研究者提供了理论支持；运用此理论对音乐作品进行

分析及与其他分析理论相比较的研究，也显示出对于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关注日

趋升温。

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特征是把音乐作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分析，构成音乐

的各要素在有机整体中是互相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以这一特征为依据，申克提出

了结构和延长两个概念，所谓结构(stmctllre)，是音乐作品的主干，是稳定因素；

通过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的基本脉络。所谓延长0rolongation)，是音乐作品的

分支，是动态因素。也可以说通过“延长一使得音乐作品更加丰富而生动，也更

富有逻辑性。由于申克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有机连贯性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运用

这个理论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时，是将音乐作品进行简化和还原，以便从深层结

构中观察音乐的运动，从另一个角度挖掘音乐的表现方式。

运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对勃拉姆斯钢琴作品的延长表现进行分析，是本论文的

①姚恒璐．二十世纪作曲技法分析【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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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发点．我们知道，勃拉姆斯作为19世纪的音乐史上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

的作品既有浪漫主义时期的创新风格，又继承了古典主义时期传统作曲技法．勃

拉姆斯生前很推崇申克音乐分析理论，而申克也很欣赏勃拉姆斯的作品，在他的

‘自由作曲)(I：Fr∞Composition》)一书中，分析了很多勃拉姆斯的作品．所以我

以为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分析勃拉姆斯的作品能够更好地展现此理论的特点．

本论文仅从。延长一功能入手，归纳总结“延长一在勃拉姆斯众多钢琴作品中

多样的表现。运用申克理论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勃拉姆斯的音乐作品丰富的

表现形式，分析“延长一这个动态因素丰富的内涵。论文也试图从多个角度，对

一个和弦之内的延长、两个和弦之间的延长及形式与曲式结构对比形成的延长等

三个方面，来对勃拉姆斯的钢琴作品延长进行归纳总结，力求从中挖掘延长多种

表现形式，以拓宽思维，也进一步展现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存在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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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申克音乐分析理论评述

申克音乐分析理论是由奥地利钢琴家、音乐理论家海因里希·申克始创的，他

的主要论著有《五首图表分析》、《和声学》、《新音乐理论与想象》、《自由作曲》，

并通过这些论著来深入阐释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申克本人用这一理论对大小调体

系时期德、奥、意三国音乐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研究，如巴赫、海顿、莫扎特、

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等，使这一理论给人一种受时代所局限的印象，再加之

体现在他的论著《：自由作曲》中的偏激的想法和傲慢的态度，使很多人都不愿去

接受这种区别于传统音乐分析方法的新的思维方式。后来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继

承者，如萨尔则(Felix Salzer)、阿伦·福特(Alleil Forte)、凯茨(A·T·Katz)

等人对这个理论的发扬与扩展，又对二十世纪的音乐作品进行分析，进一步修订

了这个理论，如萨尔则的著作《结构听觉》、阿伦·福特的《申克音乐结构概念》

等都对申克音乐分析理论进行了实用范围的拓展，逐步使它成为众多音乐分析理

论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1．1结构与延长

结构和延长两个功能是申克音乐分析的重要概念。在作用上，结构对作品起到

支撑的作用，延长是对作品进行润饰。在功能上，结构与延长不仅有着各自独立

的功能，同时它们的功能还可以互相转化，表现为功能重叠的复功能和弦(DF)，

即结构低音与旋律延长音的交叉和结构线条音与低音延长音的交叉而形成的和

弦。这更加显示出结构与延长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特点。在表现形式上，结构

与延长都能够通过旋律、和声、对位是三种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又呈现着各自的

特性。

1．1．1结构

1．1．1．1结构的表现形式

结构通过旋律、和声、对位三个方面来表现其主导功能。它使整个音乐的运动

轨迹更加的明晰，即使由于转调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最终仍然还会回到指定的点

上。

首先，结构线条音是整个作品上方的主力音，申克认为结构线条是由垂直泛音

列进行横向伸展而形成的，即：§主j、§互§主i和惫号占§互§芝j，大多作品都是由

这三个基本旋律线条构成。其次，结构和声是由支持着基本结构线条的和弦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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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结构低音，结构低音是将垂直泛音纵向伸展而形成：I—V—I、I一Ⅳ一V

—I、I—II—V—l、l一Ⅲ一V—I，它们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形式．最后，

在基本结构与结构和弦相结合时上下声部形成了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

里有着对位因素的存在．图l是结构线条与结构低音对位形成了最原始的基本结

构形式．

图1

U

I V I

1．1．1．2结构的共性化特点

结构是隐藏在前景中的深层形式，申克音乐分析始终在找寻关于众多音乐作品

是否具有共同点的问题上，经过对音乐作品的分析，找到了它们最终归结于三种

基本结构形式，这是音乐作品发展的出发点．即使再复杂的前景，也由这三个基

本结构形式衍生出来，结构统领着整个作品，它指引着音乐的发展方向i

从结构的共性化特点可以看到，音乐是一个具有抽象性和逻辑性的整体，它们

有着共同的结构。因此分析音乐作品时，只停留于表层现象等于将整体割裂分离，

深度挖掘它的根源，找到各个音乐要素的联系，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音乐．

1．1．2延长

1．2．1延长的表现形式

作为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中的重要功能之一的延长功能，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它

可分为旋律的延长、和声的延长和对位的延长。

旋律延长的雏形也就是申克在‘自由作曲》中提到的搿减值一概念，最早来源

于意大利歌剧和德国音乐中，主要指将一组音进行“加工修饰的过程一①．不管是

基本结构线条音的旋律延长还是对位要素的旋律延长都可以表现为几种形式，第

一是音型化，由和弦的分解来表现延长；第二是进出内声部运动，这里所说的内

声部是指一个和弦内部的每一个音，旋律的延长表现在同一个和弦内部的几个音

。【奥】申克．自由作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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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梭中，这种延长表现始终没有离开此和弦，同时在延长中容易形成隐形声部，

这样使延长更加丰富；第三是音域转移，一般表现在旋律声部上，转移的方法是

将结构线条音向上方音域转移及向下方音域转移，或者上下方结合起来，转移的

音程距离以八度多见。很多作品运用音域转移的技巧写成，避免了同一音的同度

重复，使人们在听觉上产生空间感。

和声的延长在整个音乐作品中起到支撑的作用，不论是结构和弦还是对位和

弦，它们的和声延长表现都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是完整的和声延长。申克音

乐分析理论认为：最原始、最完整的和声进行有几种形式，即：I—V—I、I

一Ⅳ一V—I、I—II—V—I、I—IⅡ一V—I也可以是I一Ⅵ一V—I；第

二是不完整的和声延长。与完整的和声延长相比较，不完整的和声延长就是缺少

了后面的主和弦。这样，使音乐的稳定性减弱，依赖性增强，推动音乐向前发展；

第三是前置型和声延长，它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主和弦I级前方含有一

个V级，二是在I级前方由一个不完整的和声进行构成，前置型和声延长是归属

性很强的和声延长形式，它只是作为临时的停顿，最终还是要进入到主和弦上。

对位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中的范围较传统音乐理论扩展了，在传统音乐分析理

论中，对位属于复调音乐写作的技巧之一。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中，对位这一概

念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结构起源于对位、延长也与对位相互依赖，甚至节奏也出

自对位。对位与延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对位是延长的体现，延长可以

通过对位来获得。一般对位延长的表现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是具有对位性质

的延长和弦来表现延长，如邻音和弦(N)、经过和弦(P)和装饰音和弦(Em)等，这

些和弦都具有对位性质，它们受到了和声进行的控制。第二是延长形式在严格对

位基础上建立，所谓严格对位是指未经过延长修饰的纯对位，所以这种延长形式

不受和声进行的制约，而是以对位中的声部进行与音程结合为基本构成原则。

延长这一概念结合了旋律的延长、和声的延长和对位的延长等三种形式，使它

有了更加广泛的意义，不仅从整体结构方面全面表现出前景和中景的细节所在，

还能从分部的结构中体现出不同作品的个性特点。它修饰和充实着结构骨架，穿

梭于一个和弦内部或两个和弦之间，作为动态因素的延长是音乐作品鲜活生命力

的表现。

1．2．2延长的个性化特点

如果结构是将音乐作品最简洁的表现出共性，那么延长是在复杂中表现着个

性。由于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目的是尽量简化作品，所以使大多作品似从一个模

具中制造出来，我们区分每个作品的风格以及作曲家的创作技法的途径就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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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延长部分，而且不能不说申克音乐分析的特色之处，也在于对延长的分析。

对于延长的层层归纳汇总，可以看到不同作品的共性与个性．共性表现在最基

本的延长表现方面，如完整的和声延长、一些对位和弦的连接作用等；而个性表

现在以基本延长为基础的更深一层特点上．．

1．2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评介

纵观申克音乐分析理论，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基本特性：

1．2．1整体性

申克本人在其论著<自由作曲》的导言中写到：“我在这里提出一种新的概念，

一种在伟大的大师们作品中所固有的内涵，其实，它正是这些作品赖以存在的真

正秘密和原由：有机凝和的概念一．①这正是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精髓所在，从音

乐的结构方面来看，它把作品看作为一个有机贯穿的整体，整个音乐是由一个结

构骨架贯穿着．

至于除骨架之外的一切，都是依附于骨架的装饰，从属于骨架结构；从和声方

面来看，一个作品经过简化还原，结构低音一般被归结为几种完整的和声状态，

即从最原始的I—V—I开始，进而衍生出I一Ⅱ一V—I、I一Ⅲ一V—I、

I一Ⅳ一V—I等形式，I级和弦的回归使和声更加体现整体性．从音乐的调性

方面来看，不论此作品经过了多少调性的变化，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作品的主调，

所有转调都是围绕着主调来进行，并与主调有着亲密的关系．因此不论经过了几

·个调性的转换，这些转调都只起到一个临时的作用，其最终目的是要回到主调上，

以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整体．

1．2．2有机性

结构与延长是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精髓。结构是音乐的主干，支撑着整个音乐

作品；延长是主干的分支，装饰着整个音乐作品，体现音乐运动的方向。结构与

延长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一切延长的根源是结构，同一个结构通过不同的延长

表现，可以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可以把申克音乐分析理论归纳为以共性

化的主三和弦为“树干"，以延长的各种表现形式创造出个性化为“树枝一，最后

形成了由背景、中景、前景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申克形象的把这种音乐关系比作

是“音乐之树一．

同时，结构与延长除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和声的结构功能、对位的延长功能)

以外，还可以互相转换，即和声的延长功能和对位的结构功能，进而便衍生出了

o f奥】申克．自由作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1．

6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多么的微小，音乐还是能够占有一定空间的．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中时间和空间

的概念同样尤其特殊的表现。

首先，从整体来看时空性在申克音乐分析中的体现。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中，

背景、中景、前景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为简化后的音乐作品创造了一个立体空

间。音乐不再是一个随时间而流动的整体，透过这三个层次我们可以看到其根源

所在，音乐作品如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空间一样，有远有近，有主有次。
‘

其次，从主要功能方面来看，如果把结构看作是空间性的体现，那么延长则更

多的反映着时间性，因为在结构创造的空间中，要推动音乐的向前发展要依靠延

长的不断运动。而对位又使上下方声部形成了空间，经过简化还原后，更加清晰

的从横向、纵向和整体上体现出时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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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线性延长

音乐被公认为时间的艺术，作为一个听觉艺术是无形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在

不停流动着。时间作为物理名词，“被现代物理学假定为是线性的，并将时间历程

严格地分割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一①虽然在音乐分析中我们不能够将哪一部分规定

为过去、现在或是未来，但是我们可以将音乐的进行也看作如时间一样的线性运

动。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中，延长作为动态因素始终在描绘着音乐向前进行的状

态，因此，在这里借助时间的线性运动的原理进行延长的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

几点：

2．1．1．1旋律的线性延长

。旋律延长在结构线条音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在两个相同结构音之间它可以认为

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延长，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和持续性，虽然整个音乐是向

前发展的，但是由于结构线条音的持续，使它处于相对的延迟状态．．

旋律的线性延长是指两音之间的延长形成的一种或是上行或是下行的音阶状

态，使两音之间能够流畅进行，同时也填补了它们之间的空间。

①圆舞曲第一首的结构线条音i的延长是由上方旋律线性延长与下方低音完

整和声延长相结合构成的．

在勃拉姆斯的圆舞曲第一首(0p．39 No。1)中，结构骨架为3 2。l如图2

所示，第三个结构线条音B与支持它的结构低音I的延长，表现在一个完整的和

声进行中，即I一Ⅳ一V—I，．在这个完整的和声进行中，上方旋律首先由I级

支持的屯音的音域转移到它的高八度上，接着由一个下行音阶

．G．．F-E一气卜．c—B—?A—屯一。F-E组成了旋律的延长，最后结束到结构线条音B上，这个

完整的和声进行与其上方的下行音阶构成了结构线条音B的内部延长．上方线条

的线性运动有如时间的运动，而下方完整的和声延长又与上方线条形成了较有特

点的空间对位。

谱例1

辅拉姆斯‘国舞曲’第一首(Op．39№．1)
固

窿螭．。 。r I l l l j f i l l I』 工=』{=』三|_一 》蔓刊 i门赫J 0一l_一■。’ 一
譬9Ⅱ叠

l 宰-￡
U I l一 j

f ‘ 。

≯
． 二 ● 爱 霉 蠢

弓F埤酽叠。

o K·Ridde吣os K·里德伯斯编．时间fMl．北京：华夏出版社，2c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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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2

量． 2．

羹她烂善d争里 。{羔JIi I I j ● 一 ．’ 。——___h．

础● ．一0
，】 ．r一 口

验◆～尸’pI{ ““盼
一‘日 ’l ’l 1l ■ FI 一 v ●：。qI r

U
’

。 。 ’ ’ I l I

I 。皇2昌 I

，
。 l譬 ；奢l；．▲ ■≯ ●

'r ． f
- ■ 1⋯

竺塞浏：貅窆一一羞毒～
l 1．'：l#E ：-一【17 ●_’ ■ ● ●

陵：匕童生i暑_上嚣F— ’I～{一一l■
■ ● 一 ● 一}{-二：：

图3

显然，主和弦I级的延长经常作为最主要的延长出现在作品中，这是由于申克

音乐分析理论的结构骨架的特殊性所导致的．因为I级在结构形式中一般会出现

两次，不同的位置会显现出不同的特点，I级和弦上方旋律音虽然是同一结构音

的延长，但经过不同的手段，枯燥的同音延长在具有和声关系的延长、对位和弦

的延长及音阶延长的装饰下，显得富有生机和活力。

2．1．1．2低音的线性延长
●

线性和弦是指各个声部或主要声部呈线性进行的和弦。这一系歹IJ的进行方式使

和弦的纵向关系作用减弱，而横向的互相联系显得尤为重要。这类和弦的作用能

够增强音乐的紧张性，渲染气氛。在勃拉姆斯的钢琴作品中同样有这类和弦的出

现，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来解释可以认为是低音的线性延长。

①I：f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的第三首谐谑曲的结构低音l级内部呈现出音阶

的上行运动。

《f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0p．5)的谐谑曲中，如图4所示，从开始到第18

小节为I级和弦的内部低音线性延长．形成了E一一FLGIj：A—．A—协—c_11卜m—bE

—．F_-bG--G—，bA—B的延长形式，这个延长上方的旋律音是结构线条音b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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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3

以。．零—忑_：—F■⋯l ⋯l !．5 茗 基：▲圣 摹 毫矗i 毒二毒
一t‘～⋯t—～■t一一 一L— I互l-’一? 一，—羁一k ■一

移 ，l l： l!I了 j 毛 蝴嘭： 。I l

． 1 ，誊》摹 l燃毒 l◆；霉 魍}鲞≮喀 ? 基誊l’ll一馨霉
。螫。■ I

13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图4

同样还是在这首奏鸣曲的终曲中，低音又形成了半音的线性延长。第19小节

到第25小节，低音形成了一个半音进行，即：。^一^—嗨_I；-eJc一-D—协刊E
—D_-bD--c。从半音的低音线性进行增加了其对主要和弦的依赖性和调性的模糊

性。

②圆舞曲第九首的弗里几亚Ⅱ和弦内部延长由低音下行运动构成。

如下图5，圆舞曲0p．39 No．9中在第9小节调性转为了bE调，并在。E调的I

级前方展开了延长，低音形成了一个下行音阶，所支持的上方旋律音为G，由于bE

调的I级是主调d小调的弗里几亚Ⅱ和弦，所以，可以把这部分看作是Ⅱphr．的

延长。它的上方形成了下行的音阶B_-bA—G，而低音则表现为音阶下行的形式，

即：‘^——G——F——’E．

谱例4

勃拉姆斯‘圈舞曲'第九蓄(Op．39 No．9)

团【固
—q。!f、． ．1一．——上≤=譬’?瞄

图5

城：迄 一一 亟 ?、、-．．．．．．．．．．．．．．．．．．．．．．．～．．．．．．．．：：．．．．．．．．．．．．．．．／
珏，．1r．

U

鲁‘b 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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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的线性延长不同于旋律线条的线性延长，它主要是强调了和弦的向上或向

下的线条进行，在这时可以忽略其和声价值，调性处于模糊状态，使和声的延绵

性特征装饰着单个和弦的内部。

2．1．2分层次延长

以和弦分解作为伴奏织体的作品，在很多时候会有隐伏的声部出现。如果在

延长理论中解释这种隐伏声部，可以把它看作是分层次的延长。

①匈牙利舞曲第五首的主和弦J级内部审哩层延长构成。
匈牙利舞曲第五首结构骨架为i 。。；；其中结构和弦I级的延长占整个

作品的大部分。从第1到第36小节为第一个结构线条音℃的内部延长，结构线条

音B和A分别出现在第37和第39小节，。G音出现在第41小节，’F音出现在第44

小节，从第44小节开始，便是。F音和支持它的I级和弦的延长。

．c与支持它的I级和弦的延长由两个下行旋律线条组成，第1到8小节，上方

线条为。C到F，它们形成了一个五度空间，由F．JE一_-D_JC．-B组成的一个下行线

条加以填充，使这个空间更加饱满，而下方的低音又可分为两个层次，如图所示，

第一个声部始终是F音的持续，也是I级的持续，其中在第7小节出现了一个。E

音，然后又返回到了F音持续上，这个屯音就成为一个邻音N，而第二个声部始终

为。C音的持续，其中有邻音B音的在其中穿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低音部分

主要是由I级和V级构成的，这样就形成了低音的分层延长。

谱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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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Ⅲ
擒

2．1．3等音延长

等和弦转调是浪漫主义时期常用的写作手法，常常运用属七和弦、减三和弦以

及增三和弦作为转调和弦进行转调。运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分析作品时，对于等

和弦及其上方旋律音的解释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二

匈牙利舞曲第六首的结构线条是5 4 3 2 l，从第1小节到第58小节为结构线

条音；的延长，它分为两个部分，如图9所示，第一部分是从第1小节到第42小

节，这部分从第1到第2l小节是由一个乐段来完成。I级的延长在上方声部形成

一个“A—5B_-c—∞的上行线条，从第22小节到第42小节是另一个乐段，这段也

形成一个旋律的上行线条进行，即：F一—6G-_bA_．bB_-c—÷D。第二部分是第43小节

到第58小节，作品转向了。c小调-E大调Jc小调，如图10所示，结构线条音始
终在℃上保持，也就是．G音的延长。

这里运用的bA与撑G的等音关系对I级进行了延长。在第5l小节到54小节时

虽然调性转为了E大调，上方的旋律音仍为结构音。G音，支持它的低音和弦是。c

小调的ⅡI级和弦，这个和弦是一个复功能和弦DF，因为Ⅲ级和弦只作为一个延长

和弦。

支持这结构线条音撑G运用等音进行延长的，第一个结构线条音bA延长到第42

小节后，调性转为了主调bD大调的等音调群c小调，第51小节又转为了撑c小调的

关系大调E大调，在转为捍c小调和E大调时，旋律声部都为撑G音的延长，也就是

bA音的延长，因此在这里结构线条音bA由等音撑G进行了延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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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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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调性变化为等音调，但其主要支持的旋律音仍与主调相同，成为结构线

条音的延长音．这里的等音延长不同于调性变换而支持的旋律音仍为延长音的延

长形式，而是从等和弦转调的角度上进行延长．这样的延长形式能够拓宽延长的

表现，并可在新调上尽情发展延长的多种变化。

2．1．4三部性延长

自巴洛克时期起，三部性原则(ABA)就是音乐作品表达音乐内容和形式完美

性的重要标志，即音乐作品的呈示、对比和再现。同样，ABA的三部形式经常体

现在勃拉姆斯的一些钢琴小品中．我们运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来进行这些作品研

究时，发现延长也可以体现三部性原则。

①二首萨拉班德舞曲的第一首，作品创作于1855年，是勃拉姆斯第一个创作

时期(1854-1861)的作品。由于古组曲的写作方法与大小调时期作品写作方法

的不同，使得整个作品始终由一个结构线条音E及支持它的I级和弦来完成。在

将作品简化还原后，如图ll所示，由混合体I级和弦与I级和弦构成了I级的延

续，又体现了三部性的原则。

混合体和弦(南)是指不同调式相混合的和弦，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中，混

合体I和弦是指由小主和弦开始，由大主和弦结束的和弦。在勃拉姆斯的部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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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如op．116幻想曲中的第二首间奏曲，由a小调开始，结束到了A大调上，

即从小主和弦开始结束到了大主和弦；第五首间奏曲也是由e小调开始，结束到

了它的大主和弦上。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尤其是大小调时期，大调混合了小调的

和弦，或是小调混合了大调的和弦都是常见的现象，因此，混合体和弦在此扩展

了，除了弗里几亚II以外，混合体III、混合体Ⅵ、混合体I的用途都已拓宽。

这个作品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大主和弦上，中段的一部分才是小主和弦。从延

长角度来看，I级的延长是由三部分组成： 晶一I一矗，形成了ABA的三部形

式。第一部分是第l到第4小节，上方旋律音经过三次延长最终结束到了第4小

节的E音上；虽然这部作品从厶级开始，又结束到晶级上，但是从第二部分(第

5到第13小节)的篇幅来看，I级和弦的主导地位可以清晰显现出来，它占据了

大部分。第三部分是从14小节到最后，结构线条音E首先出现在第14小节，最

后一小节虽然由南级支持，但是上方的旋律音已经改变为℃音，所以这一部分的

延长是由结构线条音E与它的内声部音。C构成，内声部音。C作为了结构线条音E

后方的延长。

谱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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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9

勃拉姆斯‘八苔铜琴小品>第三酋目凑曲(0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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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舞曲第9首(op．39No．9)图13所示，由；寻组成了结构骨架，其中的

结构线条音§与支持它的I级和弦体现了三部性延长的特点．
首先从上方线条来看，邻音(N)A音连接了前后两个结构线条音F，而在两个

邻音(N)A音之间又有G音作为了邻音经过音出现，这里便形成了延长的延长．

从下方低音来看，这个I级和弦由三部分组成，即：I一三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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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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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火：l I I I

②八首钢琴小品中的。A大调间奏曲I级的内部延长是由上方结构音的三次延

长伴随着三次和声延长而构成的。 ·

在这首作品中，通过图示15可以看出这首作品的基本线条是3 2 1，由结构

和弦I—V—1支撑结构线条C—bB—bA。作品中第一个结构和弦和其支持的结构线条

音C表现出了丰富的延长。从第1小节到21小节都是结构低音l级的延长，主要

由三部分组成，即第l小节到第6小节、第6小节到第16小节、第16小节到第

21小节．第6、16和21小节的旋律音结构线条音C的延长，也就是I级的延长始

终是由同一个结构线条音C进行延长的。而这三个组成延长的部分都是通过完整

和声延长来实现的，分别由I—V—I、I一Ⅲ，V—I和I—V—I组成，其中第三个

部分是第一部分的重复再现。

第一部分(1川小节)两个结构线条音C之间通过第4小节V级支持的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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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进行了延长；第二部分是通过第9小节的III级和V级共同支持的G音作为邻音

进行的延长；而第三部分则与第一部分很相似，只是在21小节后又出现了一个后

置的延长音“E，它I级的内声部音。

谱例12

菊技姆蔚‘八营锕琴小晶，第三笤阀赛凸fop．7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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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 ： 气

4③在间奏曲op．76 No．4中(图16)，由于它的结构骨架为●i这个特殊的结

构来写成，所以，作品主要的延长表现就在结构和弦V级的内部延长上。

作品从V，和弦开始，经过了四次延长。第一次延长是从‘B调的V，和弦到C小

调的Ⅵ。和弦(1—7小节)，它们共同支撑着结构线条音“E，低音F__C这个五度之

间是由一个上行的音阶卜A—龟加以润饰，这三个和弦就成为从F_-c的经过和弦
P；第二次延长是在两个C小调的Ⅵ。级和弦之问，下方低音为同一和弦的持续，而

上方则形成一个6E一“A．bE的跳进；第三次延长中，作品的调性转为了g小调，由

I广V—I组成了一个和声延长，它们共同支持两个结构线条音E之间的邻音D
音；第四个延长表现在6G音的六和弦上，它是“Ⅵ级和弦与V，和弦的邻音和弦p，

上方旋律首先是这个和弦的内声部运动“E．一bG_jB，接着向上进行到bc后，形成了

一个下行音阶“C_-bB--bA—jG．_bF，最后到达了结构线条音。E。

图16

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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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圆舞曲第四首(op．39 No．4)I级内部延长通过一个不完整的和声延长完

成。

见图17，第1到第8小节的I级延长是结构线条音B的延长，但是，与上一

个作品不同的是支持结构线条音B的低音是由一个不完整的和声延长I—Ⅵ一V

构成，在这个不完整的和声进行中由于最后缺少主和弦，使得这个临时的整体稳

定性比较差，这也为音乐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不完整和声进行在

推动音乐向前运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虽然是结构线条音B的延长，支

持它的和弦却是有两个不同的和弦来完成的，即I级和V级，这也是写作同一旋

律音延长的一个技巧之一，即上方旋律音相同，而下方低音和弦不同的形式。

谱例13

P。∞s。stenuto 一． 勃拉姆婿‘圆舞曲，第四首‘0p·羽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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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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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e： I

关于相同旋律音之间的延长表现，虽然音乐仍在不断的进行中，但是通过还

原，同一个音的延续使音乐处于一个相对停顿状态。从相对停顿的状态中更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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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延长所起到的扩张作用，也就是说，相同旋律音之间的延长是体现延长功能

的重要媒介。

2．2两个结构和弦之间的延长表现分析

两个结构和弦之间的延长具有运动的特点，它不同于一个结构和弦内部的延长

所具有的相对静态的特点，而是更具有方向性和运动性。

2．2．1结构线条音作为延长音出现

音乐作品中结构形式是千变万化的，一个结构线条音可以由几个结构低音来

支持，同样，多个结构线条音也可以由一个结构低音来支持，这样结构线条音成

为延长因素。

圆舞曲第三首(0p．39 No．3)只有短短的16小节，而它的基本结构形式则是

ll
7

5；’3 2：，延长主要表现在结构线条的延长上。下图(图18)截取的

是第11小节到最后一小节第16小节的部分，调性为。g小调。在这一图示中I级

由两个完整的和声延长构成，即I—V—I和I一Ⅳ一V—I，而上方的旋律声

部是由3 2 1构成，显然结构线条音3 2在这里作为了延长音出现，它们统一由

主和弦I级的和声延长来支撑，结构线条音B和飞归属于℃音，成为了℃音的前

方延长音。

谱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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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以结构线条为延长的作品中，两个和弦之间的上方线条都表现为运用

结构线条音作为延长因素的现象．因此，结构线条音便与延长功能相结合，形成

了结构与延长的统一，体现了结构与延长的骨肉关系．如作品39号第四首、作品

119号第三首间奏曲、匈牙利舞曲第三首等．

2．2．2和弦自身内部延长连接两和弦

对于两个和弦之间的延长，很多时候是由其中一个和弦内部的延长来连接的，

这是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连贯性特征的来源依据。

①舒曼主题变奏曲(Op．9)的主题部分结构低音I一Ⅳ的连接是由I级自身的

延长来连接的。 ．．．．．

这首作品的基本结构形式是lⅣ v l，第二个结构线条音4是在第18小

节出现，如图19所示，两个结构低音l一Ⅳ之间(8一16小节)是一个属和弦性

质的连接，上方的旋律音仍然是．c音的延长，但下方的低音已转为了主调。f小调

的关系大调A大调上，因此，第8到第13小节的延长实为A大调I级的内部延长，

而到了16小节后，通过一个V级的副属和弦又转回了主调上，整体来看两个结构

和弦通过了V和弦来进行延长，但是这个属和弦却不能作为结构和弦来看，它属

于复功能和弦DF，其上方支持着结构线条音而下方低音却不是结构低音．

谱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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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圆舞曲第15首(op．39No．15)中的两个结构和弦I—V的连接是由I级的

内部相同结构线条音的延长来完成的，由于3 2是两个下行级进音的连接，所以

支持它们的两个和弦之间的连接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之间由3的延长音进行连

接；二是由2内部延长作为连接。而这里是运用了第一种可能进征的延长连接。

如图20，圆舞曲第15首(Op．39No．15)的结构骨架为I V l，I级和弦支

撑着结构线条音C，V级和弦支撑着结构线条音电，最后的I级和弦支撑着结构线

条音bA，其中I级的延长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作品第l小节到18小节是I级内部

的延长，分别在第4和18小节有I级的出现。第4小节到第18小节，有一个较

长的延长，它是通过第8小节的邻音“E和支撑它的Ⅲ级和弦来连接的，上声部形

成了C一6E—C的一个线条，下声部形成了I—III—I的和声进行，同时Ⅲ级前方的副

属和弦V，／ⅡI作为它的延长，从而形成了延长的延长，更加丰富了和弦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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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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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申克形式与传统曲式的结构比较

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中的形式与传统理论中的曲式是涉及不同方面的两个概

念。传统理论的曲式关注于音乐中的动机、乐句、乐段及段落的划分和相互的关

系问题。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中的形式关注于音乐的深层结构逻辑，是各种曲式的

结构建构原则。如一部形式是由单一骨架构成(如图21)；二部形式是由基本结构

重复(如图22)或是运用延长进行构建；三部形式由阻碍原则构成(如图23)或

是由延长来划分为三个部分。 ’

图21

lⅣY I

图23

^ I ^I

图22

关于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简化出来的结构骨架与作品本身的曲式结构之间的

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结构骨架与曲式结构能够同步吻合，那么作品

的形式划分则清晰可见，如果结构骨架与曲式结构不能够同步，那么从形式的角

度来看，便产生了形式的延长。

圆舞曲第11首(Op．39 No．11)的A部分(1—16小节)为I级和弦的延长，

支持着结构线条音D，从B部分(17．40小节)的开始便出现了第二个结构线条

音℃，持续了8小节后，第三个结构线条音的前方延长出现，同时预示着结构线条

音B的即将出现，只不过支持第三个结构线条音B的和弦是混合体I级和弦，也

就是这首作品开始于b小调，结束于它的同主音大调B大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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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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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转调延长的形式延长

一在勃拉姆斯的钢琴作品中，有很多作品都是以调性的变更来划分结构的，在此

调性与结构便形成了统一．但是在申克理论中，调性的转换很可能是以一个延长

因素的姿态出现，因此，调性的变换也成为了形式延长的重要表现之一．

①在申克音乐分析理论中，对于三部性结构的作品进行分析时，每一部分都不

是孤立存在的个体，通常将B段作为了A段的延长。

六首钢琴小品(op．118)中的第三首叙事曲(图26)，结构ABA通过了调性的

转换构成，1—40小节为A段，g小调；41—72小节为B段，B大调；73一117小

节回到A段，调性也回到主调g小调。B段是由B大调I级支持的，也就是主调g

小调的。Ⅲ级来支持，上方结构线条音是B音的延长．不论从上方结构线条音，还

是从．Ⅲ级和弦来看，B部分都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而存在，它只可能是本

作品的结构线条音G的延长．因此，虽然此作品结构的B段成为A段延长的组成

部分．

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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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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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舞曲第二首为回旋曲式，主部A出现了四次，在d小调上，中间的三

个插部分别以a小调、D大调和a小调出现，调性的转换成为这首作品形式延长的

主要表现，通过调性的转换，形成了主和弦内声部的运动，也就是插部中的主要

和弦所支持的旋律音成为了结构线条音的延长音．这样曲式结构与形式形成了交

错。

由于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有机连贯性一原则，使得调性的转换成为了延长因

素，进而调性的转换不能够作为形式划分的标准．形式的划分仍然归结于基本结

构骨架，也就是背景，背景是一切延长形式的起源。申克也在‘自由作曲》的曲

式一章中，直接引用了勃拉姆斯的一句话。大多出自整体一，并且说。曲式(我所

指的形式)正是从背景、中景和前景中所孕育长成的结构凝合性的最终证明一．回

o
I奥】申克．自由作曲f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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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对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学习，以及运用该理论对音乐作品进行

分析后，能够得出以下结论：

3．1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开放性、优越性与局限性

3．1．1申克音乐分析理论的开放性

申克音乐分析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它包容借鉴其他学科，它像哲学寻找

事物的统一规律一样，始终在寻找所有音乐作品的规律。并且借鉴其他学科理论

来完善自己。虽然将所有的音乐作品都归结在一种规律中，但是对于还原后的简

化形式所进行的解释却是开放的，不同的分析者对同一作品可以做出很多种解释，

没有固定的答案，这个理论给分析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第一、申克音乐分析理论是“寻根究底"的哲学反思过程。

申克音乐分析理论对音乐作品抽象化、深层化的处理，尤其是将音乐作品简化

还原的特点，使其更深一层体现了哲学道理。

哲学的反思过程是各种理论的形成的基点，“反思的过程实际上是从更纯化的

形态上，对主客体的关系的再思考，将自己获得的关于对象化的认识升华到抽象

的理论形态，进而形成思维中的纯观念体系。’’①申克音乐作品分析的思维方式，

可以追溯到哲学这一能够包罗万事万物的学科，它是对音乐分析理论的另一种反

思过程，这个理论的提出相当于音乐的和声、旋律、调性、曲式等要素与音乐整

体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再思考，又经过重新整理，最后升华到一个完

整的理论。

“寻根究底"是哲学中追寻事物本质的特性，中克音乐分析始终在寻求音乐作

品的根源——“结构”，试图归纳总结一切音乐作品的统一规律都是从最初的几个

基本结构形式延伸出来的。虽然结构的形式只是简单的几种，但是通过对位而形

成的延长的不同形式造就了多种不同的音乐作品。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艺术是人类感性的最高形式。一②申克音乐分析

理论与所有的音乐分析方法一样，都是试图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并从中找到其

①沈致隆齐东海主编．音乐文化与音乐人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2．

圆沈致隆齐东海主编．音乐文化与音乐人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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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勃拉姆斯的钢琴作品一览：

附 录

时间 作品

早期 三首奏鸣曲《C大调奏鸣曲》(0p．1)、《升f小

调奏鸣曲》(0p．2)、<f小调奏鸣曲》(op．5)

四首叙事曲(op．10)

一首钢琴协奏曲(op．15)

中期 五首变奏曲《舒曼主题变奏曲》(Op．9)、《：原创

主题变奏曲》(Op．2l Nr 1)匈牙利歌曲变奏曲

(op．2l Nr 2)<亨德尔主题变奏曲与赋格》

(0p．24)《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op．35)、圆

舞曲(op．39)

8首钢琴小品(．op．76)

两首狂想曲(0p．79)

21首匈牙利舞曲

晚期 幻想曲(0p．116)三首问奏曲(op．117)

六首钢琴小品(op．118)四首钢琴小品(op．119)

2、申克式图表分析注解
(1)二分音符代表了基本结构骨架，为最简化的结构背景
(2)四分音符表示中景层次的结构，表现出单个和弦中的延长进行或连接着两个和

弦，通过四分音符可以看出旋律或和声进行的状态
(3)无符干只有符头的音符是前景层次音，这样的音符将中景各音再加以细分，位

于次要位置
0 0 口 ^ ^ ^

(4)；毒；代表基本结构，3 2 l标记于旋律上方，I—V—I标记于下方和

声部分

(5)N表示邻音和弦
(6)P表示经过音和弦
(7)DF代表结构与延长相重叠后形成的复功能和弦
(8)CS是对位结构和弦，它本身是一个对位和弦，却承担着结构功能
(9)和弦下方加入字母M表示混合体和弦，Ⅱphr．弗里几亚II和弦
(10)直箭头表示和弦的归属
(11)L—Y—J表示和声的延长
(12)实线的弧线表示两音之间旋律的运动
(13)虚线的弧线表示结构线条音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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