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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音乐进入了多元化的现代音乐发展时期，在创作思想、创作技法等许多领域中都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新局面。
体现在和声方面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和声赖以生存的基础：即以协和三和弦为中心，以四、五度
关系为基础的音高关系体系。
　　在西方音乐发展史的各个阶段中，和声的变化发展往往是最突出、最明显的。
　　在19世纪的音乐作品中，和声是创作的核心、基础，作为一个创作的主要因素，它与音乐思维逻
辑、组织形式、表现内容等方面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对19世纪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进入20世纪以来，音乐作品从美学观念到作曲技法都发生重大的改变，这些变化在和声方面则集
中体现在音高关系体系的变化发展上。
　　在20世纪的新音乐作品申，其和声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在横向方面摆脱了以七个自
然音级为主的功能性半音体系的束缚，形成了十二个音级的独立运用。
　　2.在纵向方面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协和与不协和观念，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不协和音得到了真正的
解放。
　　3.在整体方面形成各种不同的独立的音高关系体系。
　　由于创作思想的改变，导致20世纪音乐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音高关系体系，本课题拟对2C世纪
有影响的几大和声体系，如：斯克里亚宾的“神秘和弦”音高关系体系、巴托克的轴心体系、勋伯格
的十二音体系、欣德米特的调性半音体系等各主要流派的和声体系进行研究，同时对20世纪多元化现
象做一定的归纳与阐述。
　　其实际操作的意义在于：20世纪的音乐虽不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继续，但它在许多方面都与
上一世纪的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历史的演变与发展，从我们今天（21世纪）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各种音高关系（和声）体系，
总体上是站在“反传统”的共性基础上，加以演变、发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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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以个性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20世纪和声的共同逻辑原理：“以合理选择的中心成分为基础，
而形成的结构成分相互关系体系”作为指导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通过研究来证明20世纪音乐中所存在的共性与个性方面的差异，在以个性为前提的条件下，力求对20
世纪初期的音乐写作风格做一定的概括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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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概述近现代作曲家基本上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以继承为起点，在创作的手法上将新音乐与浪漫主义音乐结合在一起，试图在浪漫主
义时期与20世纪两个时代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这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个特征，如：福列、马勒、拉赫玛尼诺夫、理查.斯特劳斯等人的作品。
　　第二种类型：是以德彪西为首的印象派音乐，在继承晚期浪漫派、民族乐派等音乐风格的基础上
，结合文学、绘画中的各种艺术元素，创立了以色彩性为主的印象主义风格，其代表作品，如：《牧
神午后》前奏曲等。
在德彪西的作品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回避传统大小调的风格写作特征，更多的是采用对自然音回归的
做法。
　　第三种类型：是以勋伯格为首的表现主义音乐，在创作上追求音乐的理性化、有序化，着重于音
的逻辑处理等，它是一种基于反浪漫主义创作上的思潮形成的音乐风格。
代表人物如：勋伯格、韦伯恩、贝尔格等。
　　第四种类型：是基于另一种反浪漫主义创作上的思潮，形成的新古典主义音乐。
主张音乐应该回到“古典”、回到“离巴赫更远的时代”去。
代表人物：欣德米特、普罗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等。
　　第五种类型：是以巴托克、柯达伊等为主的新民族主义乐派的作曲家。
　　下面介绍一下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作曲家及其音乐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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