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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德彪西的和声手法

杜 鹤 鸣

在美学观方面的问题
,

而否定它的艺术成就
,

就象不能否定一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科学

家的科学成就那样
,

更不能拒绝借鉴它的成功的艺术经验
。

作为表现手段的旋律与和声
,

就古典传统 !广义 , 来讲
,

和声总是从属于旋律的
。

但
,

对于德彪西来讲
,

说它们同等重要是并不过分的
。

甚至可以说
,

和声比旋律更为突

出
、

重要
,

特别是在他一九 − − 年以后的作品中
,

虽然也有
“
柔和而富于表情

” 的旋律

!主题 ,
,

但
,

和莫差特
、

贝多芬
、

肖邦等人的作品比较起来
,

旋律的完整
、

清晰
、

生

动及突出地位是明显的减弱了
。

在他的效果朦胧
、

或者说是更富于印象主义特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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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旋律甚至肢解
、

细碎
、

隐伏得令人难于觉察和记亿
。

德彪西如此重视和声
,

热中于

和声色彩表现能力的探索和创新
,

大概是由于和声比旋律更富有色彩变化的潜力
,

更适

于印象主义的
、

“写” 的
。

德彪西的和声
,

基调是色彩
,

就象画家的调色板那样
,

变化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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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分解 , 等的不同
,

而效果各异
。

有的浑厚
、

富于立体效果和调式色彩
,

有的具有衬

托
、

渲染作用
,

有的则具有自由
、

即兴
、

华彩和幻想的性质
,

气氛色彩很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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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功能关系同结构和弦的对置
2

例∗)
,

《欢乐岛》 ”一 ( (0 小节
。

非功能关系同结构和弦的对置
,

在德彪西的和声中
,

比起同结构和弦的平行较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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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所谓
“全音阶音调

” 大都带有增 !减, 音程
,

这是它的一种特色
。

当然
,

不

是说带有增
、

减音程的音调就一定是全音阶音调
。

因为
,

自然调式
、

旅律调式也都包含

有增
、

减音程
。

例  (
,

前奏曲 《帆》
。

例  ∗
,

《为钢琴而作 (
�

前奏曲》
。

全音阶可能构成的和弦
,

大约有二十余种
。

德彪西使用了其中的大约五
、

六种
2

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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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七级音装饰的主和弦”
。

不论如何看法
,

它的色彩效果是显见的
。

近现代和声的一种趋向是
2

不协和等级的 日益提高
。

这种趋向并非自德彪西始
。

在

德彪西的作品中使用着大量高等级的不协和和弦
,

但是
,

全无现代音乐中某些流派的那

种噪杂之感
。

这和德彪西对和弦写法的讲究是不无关系的
。

德彪西对不协和和弦常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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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大, 三和弦的小三度平行或对置 ” ,

给
“主 , 属 , 主

,
功能进行以

“
妆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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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彪西对于低续音的使用
,

也是多样化的
。

除传统和声中常用的主
、

属低续音外
,

德彪西几乎使用各音级的
, 一

各种形式的
,

具有不同意义的低续音
Η 丫

Χ

· 、

二
德彪西的和声手法非常丰富

,

多样化
。

虽然他的某些手法对我们来说可能用处不大

!如全音阶和声,
,

或许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使用
。

但
,

对于探索和声表现手法的新的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