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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音乐作品的和声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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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岁伯特·舒曼(1810一1856)是浪漫主义音乐时期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的作品兼具了浪漫主

义气质和古典主义情怀。从和声的角度，对舒曼音乐作品中和声表现手法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作曲家的创作
特点及音乐的时代审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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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曼用他特有的细腻、敏感、善良甚至是对美

好事物的固执，借助曼妙的音乐语言向人们传达出

源自内心最深处朴实无华却情深意切的感念。他追

随着浪漫主义早期韦伯和舒伯特的脚步，在与古典

音乐天然的关联中，播洒着浪漫主义的芬芳和人性

的温柔，可以说舒曼的作品兼具了古典主义风骨和

浪漫主义气质。无论是在和声、织体上的突破，还是

在体现他个人独创性的标题钢琴套曲上的运用，都

显示出舒曼在艺术世界难能可贵的革新思想和高

超的音乐创作能力。

            一、和声仍然明显保留着

          传统功能性和声的特点和作用

带来的一些新的音响感受。例la是舒曼钢琴套曲

(蝴蝶》第7首中独立的第1部分，这里便是在主音

持续的基础上选用了不完满终止;例 lb，选自《蝴

例 la

    在舒曼的作品中，传统的功能性和声仍然是绝

大多数作品创作的主题背景，同时也为作品的构思 ·

搭建了一个整体的框架结构。作品中，无论是旋律

的设计、作品的结构安排还是最终和声调性的回归

都充分显出传统的轨迹，传统的“和声功能序进”在

舒曼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着最大的体现。但是单纯

的继承无法解决时代进程所带来的问题，为了开拓

和创新，舒曼在继承传统和声的同时更注意到了传

统和声追求“解决”过程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的问

题。如利用“不完满解决(终止)”及共同和弦转调所

                      例 lb

蝶》第8首，柱式和弦为织体同时勾勒出旋律的线

条。相对独立的第一句和第二句连接时利用了第一

句末尾正格半终止的不太稳定的属和弦作为第二

句新调的主和弦，由原先的弋大调转到远关系的

呛大调。这样频繁大胆运用和声“不稳定”因素进行

音乐创作的想法和实践在舒曼的作品中屡见不鲜。

更值得一提的是，舒曼在运用这些“不稳定”因素时

不再仅仅是为了利用和声扩充乐段或者改变作品

结构，而更重要的是因此而积极地挖掘出暗藏在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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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中可能促成新音乐风格形成的各种因素。， 一种增强音乐色彩推动音乐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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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例

二、和声色彩性的增强

    舒曼在创作中大量地并带有目的性地使用半

音和弦，这是舒曼增强音乐色彩性的最主要手段之

一。与古典和声体系里使用半音和弦的目的和方式

相比，舒曼在浪漫主义氛围下使用这些和弦的意义

却是不尽相同的。古典和声中之所以出现半音和

弦，意图是能够在听觉上加大矛盾的冲突，从而更

猛烈地逼近解决达到完满的收束。虽然这些半音和

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和声的丰富性，但和弦本身

的色彩性并没有得到重用，传统和声讲求更多作品
结构上的意义。遵照古典是历史传承的使命，但作

为浪漫派的代表，时代赋予了舒曼更加敏锐的感

觉。在大量运用半音和弦的过程中，舒曼一方面注

意到半音和弦在和声调性的背景下所带来的更加

丰富、更加神奇、更能贴近表达人们内心情感的和

声色彩;另一方面也注意到蕴藏在半音和弦里的前

人未曾尝试过的新的旋律样式和风格。在创作中，

舒曼有意识增加不同形式的色彩性和弦的篇幅，常

在结构的某一处设计一个频繁使用半音和弦的音

乐片段，它们有时起过渡作用，有时起着加深形象，

推动音乐情感发展的作用。这样的乐段在舒曼的钢

琴套曲《儿童情景》、《蝴蝶》、(狂欢节》以及其他钢

琴作品中都很多见。如在《狂欢节》的前奏中，例Za，

以上的片段采用主题变化重复的方式展开。片段中

频繁地运用半音和弦并伴随着多次离调。这里起到

Zb，这是《儿童情景》的片段“竹马游戏”中的第2部

分 (这里是根据调性及重复记号的提示来划分，音

乐实贝IJ一气呵成)。从开始至原调(C大调)回归之

前，这一过程中作曲家多次运用半音和弦来丰富音

响深化形象，同时也伴有离调。此外，舒曼在创作中

还喜欢用带有持续音的和弦，如《狂欢节》“皮埃罗”

一段中第2部分后半段长时间主持续和弦的使用;

又如在前面所说的“竹马游戏”中的第1部分的属

持续以及《蝴蝶》第12首后半部分的主持续等等，

这些持续音与和弦音发生不协和的碰撞，也会激起

新的音响效果从而加强音乐的表现力。

三、和声具有了旋律性的特征

    在舒曼的创作中，和声已不再像传统和声那样

强调功能结构之用，而是可以如同旋律那样更加自

由灵活的表达，更细致的刻画形象和表达内心情

感。如《蝴蝶》第12首(无标题)与《儿童情景》第6

首“重要事件”及第9首“竹马游戏”中，例3a、Zb，大

例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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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a

寿澎寿
例 2b

                      例3b

段或通篇的和声连接的同时，鲜明的旋律也跃然耳

边了。这种赋予和声旋律性的手法所造成的旋律风

格与古典和声中的旋律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旋律音

均是功能和声的体现，是相对局限、呆板的;而舒曼

的旋律则是自由、随心所欲的，他不过多的考虑传

统和声对旋律的束缚，大量的使用半音和弦造就和

声调性多变的色彩，包括和弦外音的使用，在营造
出和声多变色彩的同时，也营造出了更加流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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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生动的旋律。如《狂欢节》中同标题片段“蝴蝶”，

例3b，在这里作曲家便采用此手法，并利用以和声

为背景的分解和弦这种加强旋律性的方式来构思

作品后半部分的旋律。这种和声表现手法在同时代

的作曲家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在后世作曲家的作品

中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样和声旋律化的例子还

出现在舒曼《幻想曲集》第1首“夜晚”(谱略)中，通
篇的半音和弦再加上作者对和声音响层次感的加

强，使人感受到与以往色彩风格完全不同的旋律性

和声。

弦形式。前几小节随着旋律音迂回上升，刻画出女

人步态的摇曳生姿;后几小节，旋律以琶音的形式

不断上升则体现出女人的风情万种。而这些都是和

声材料表现手法上的拓展，是和声织体化的体现。

除此之外，在挖掘和声表现力方面，舒曼还在原来

和声的基础上加人演奏记号来描绘形象表达情感，

如给和弦加人倚音、琶音和跳音。

五、和声层次感的加强

  四、加大了和声的表现作用，

赋予和声更强的描绘性与刻画性

    在探求新音乐风格的表现手法中，舒曼注意到

和声也可以像旋律那样，结合着节拍、节奏并以不

同的织体形式加以设计。作品中不再是只有单一的

柱式或分解和弦，而是加上丰富的和声节奏，运用

不同的和弦音组织形式等和声织体化手法，再结合

不同的演奏要求，使和声具有更强的描绘情景形象

的作用。例4a是《儿童情景》第12首“入睡”中的片

    这是舒曼对各个声部进行开发的结果。这样既

保持了和声的风格，又在和声的基础上通过对和声

各声部的加工装饰使其在保持纵向联系的同时彼

此独立开来，从而增强了音乐的层次感，也丰富了

音响，因此和声多声部的特性便不再被“浪费”。以

舒曼《儿童情景》这部作品为例，和声分层的表现手

法在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如在第1首“异国和异

国人民”中，例sa，旋律声部和低音声部之间加人了

。2!藻彝彝馨羹篡薰一

                      例4a

段，从谱面上看左右手的和弦音均采用了同样的节

奏型来交替进行，描绘出入睡前，困顿、意识渐失的

状态，舒曼赋予了这些和弦细部的节奏，它们为音

乐形象的刻画而服务。在《狂欢节》第7首“卖弄风

情的女人”中，例4b，开头作者运用了一段带有半音

                      例 sa

一个短琶音式的、连续进行的和弦音层。既有和弦

整体撞击的大气之感，又有民心与国间的抒情之

气，添加音层并运用上琶音便可以带来一种抒情柔

和的效果。同样的设计还出现在本套曲的第3首

“捉迷藏”一曲中，例sb，由十六分小音符构成的和

例 sb

                      例4b

化和弦色彩的引子，单双音的交替通过音响的对比

来烘托气氛，预示一个鲜明形象的到来，再加上钢

琴连续“落— 滚”演奏方法，弓}出了一个妖烧女人

的形象。紧接着是主体部分，右手的旋律音均来自

左手低音声部的和弦，并用了连续带附点的分解和

                      例 sc

弦音层再结合跳音的演奏手法，刻画出捉迷藏时既

兴奋又紧张的心理和调皮又天真的童趣。在第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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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请求”中，例sc，作者也有类似的设计。只是

这里加人的“音层”并非由和弦音组成，完全注重发

挥音乐的描绘心理的作用，把音调设计成孩子请求

的语调。每个音组中下三度进行和音调持续的时而

上，时而下的发展，再加上低音与所添加音层节奏

上的衔接，推进了情绪的发展，表现出孩子简单执

着的心理。而在第5首“无比幸福”中，音乐为了达

到表现的目的，根据和声各声部分为了4个音响

层，它们都是和弦音的分布重组。各个音响层紧密

联系却又相对独立的结合起来，把心理刻画得更加

细腻、透彻。如高声部清晰的旋律是幸福情绪的主

旋律;中声部是和高声部主旋律自然相连，由和弦

音组成的节奏性旋律声部，交替的双音犹如幸福的

点点涟漪;次中声部和低声部结合在一起发出丰满

深沉的低音(旋律)效果，再加上钢琴踏板的运用犹
如幸福之感在心底无限的晕染开去‘对和声如此设

计的例子在舒曼的作品中还有很多，这样既利用了

和声的整体和音效果，又把和声各声部独立开，并

让各个声部横向各自发展，拓宽了音乐表现的空

间，从而使音乐具有更强的表现力，而这也体现出

舒曼忠于前人、忠于自我的思想境界。与“无比幸

福”相同的设计还出现在了套曲第8首“在火炉旁”

和第8首“惊吓”中。在著名的“梦幻曲”中，舒曼甚

至运用了类似和声对位化的手法，进一步拓展了横

向创作思维。半音化和弦音也交织在旋律当中，使

和声、旋律都呈现出不一样的梦幻般的色彩。

    舒曼带着内向和追求完美的性格探索着心中

最美丽动人的音乐，对于古典的追随显示出他个性

中谦逊、严谨的一面，而对于种种新的音乐表现手

法的开拓则体现出时代赋予他的浪漫主义气质。作

为浪漫主义使者，舒曼在每一部作品中都透露出一

种美、一种善、一种对情感的崇尚，这种特质即是时

代的特质。舒曼的和声语言或许显得有些“细碎”，

但形碎而神不碎。这个神就是古典主义的精神气

息，就是浪漫主义所尊崇的情感表达，也许只有“细

碎”的方式才能在拥有后者的同时保有前者，从而

达到两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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