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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训 目中音 周名侧 进面形成功能两

来 , 于瓦格纳的 索尔德》

月吸、才,口刃、�、

第 � 小节好象 � 小调
�

但紧接粉到第 � 小节润性棋栩了
,

到了第 � 小节
,

润性井然开朗
,

原 来是
。
小调的 � 有 � 思的是

,

这段

音乐从未出现过
�
小诃主和弦

,

这一若名的例子
,

便是
“

特里斯理
一

和声的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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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且
,

这也正是这仲综 合调式产生的客观 浓据
。

后来的巴托克
,

以丰富的创作实践赋于这

种音阶以无穷的表现力
,

后人称之为
“

巴托克音阶
” 。

而 巴托克的这种音 阶则很可能是德彪西

直接影 响的结果
。

在 �大海�中
,

这种音阶的运用还可见 �
�

��
、

�
�

��
、

�
�

�� 等
。

。

还有一种常用的同主音调式综合
—

洛克里亚与其它调式的综合
。

例 �



特征音程 �与增四度音程 �利底亚调式特征音程�作 用的加强
,

形成三全音功能雏形
�

为十 二声

调式的运用开辟了道路
,

对德彪西三全音现象的论述
,

留待下文
。

从以上两种重要的人工调式可看 出
,

它们虽然来自于传统教会调式
,

但又不同于单纯的教

会调式
,

当然更不同于传统大小调
。

教会调式与大小调的区别最� 耍的一点就是功能性强弱
�

面教会调式缭合的结果
,

却使功能性进 步减弱
�

比如在例 中
,

� 级三和弦为小三
�

正为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