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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是编配的理论基础知识单元；第四、第五章是最初级的大小调正三和弦编配单元
；第六章是大小调正三和弦的转位和眩应用介绍；第七章是关于织体变化的一些基本手法。

第八章至第十章是和声扩展单元，该单元前部分介绍了大小调的重属和弦、副三和弦、副七和弦的应
用，后部分介绍了大小调互相渗透的编配手法。

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是织体介绍部分：第十一章是根据乐曲的体裁分类来介绍相关的音型特点及常用
音型；第十二章是伴奏织体层次的划分介绍及分层次、分种类、按不同拍子作音型归类介绍，列出了
近六百种音型供学习者选用；第十三章介绍了前奏、间奏和尾奏；第十四章重点介绍了伴奏织体的布
局与织体的选择与变化的手法。

 第十五章至第十六章是常用色彩和声单元，具体介绍了大小调各个常用的副属和弦的应用。

第十七章至第十八章是民族调式伴奏单元，主要介绍了各民族调式的特点、编配方法以及民族调式和
声处理的手法。

第十九章是特色和声单元，介绍了常见的大小调除副属和弦用法以外的各种色彩和声、语汇及应用。

附录部分是为方便学习及研究和声的编配而写。
本书所有和声编配练习，均有参考答案。
建议学习者首先依靠自己的能力，根据书中介绍的原理、方法自己做题，然后再作对照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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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
基础理论
　第一章 和弦基础
 　第一节 和弦常识
 　第二节 常用和弦标记
 　第三节 和弦的相互关系及和声连接法
　第二章 伴奏织体基础
 　第一节 伴奏音型的基本形式与特点
 　第二节 伴奏织体的类型与伴奏音型的层次
 　第三节 和声基础如何转化为伴奏音型
　第三章 和声选配基础
 　第一节 和声功能及其基本进行规律
 　第二节 和声终止式及其运用
 　第三节 和声外音及其处理手法
 　第四节 选择和弦的八个基本原则
 　第五节 和声节奏的安排原则与基本和声布局
基础编配
　第四章 大调基本功能和声的即兴伴奏
 第一节 大调正三和弦的基本语汇及应用实例
 第二节 和声编配步骤及实例分析
　第五章 小调基本功能和声的即兴伴奏
 　第一节 和声小调的基本和声处理手法
 　第二节 自然小调的基本和声处理手法
 　第三节 旋律小调的基本和声处理手法
　第六章 低音旋律化的处理手法
 第一节 低音旋律化的低音进行归类
 第二节 如何应用转位四六和弦
 第三节 如何应用转位六和弦
 第四节 如何应用属七转位和弦
　 第五节 大小调基本功能和声范围的转位和弦常用语汇
　第七章 伴奏织体的钢琴化及织体简易变化手法
 第一节 钢琴音区的划分及音响特点
 第二节 钢琴伴奏织体的纵向排列原则
 第三节 钢琴伴奏织体中重复音和省略音的应用原则
 第四节 实用的织体简易变化手法
和声扩展
　第八章 大调完全功能和声体系的即兴伴奏
 第一节 和声力度及其处理手法
 第二节 副三和弦的常用手法介绍
 第三节 如何应用大调二级和弦
 第四节 如何应用大调重属和弦
 第五节 如何应用大调六级和弦
 第六节 如何应用大调三级和弦
 第七节 大调完全功能和弦体系中转位和弦的应用
 第八节 如何应用大调副七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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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小调完全和声功能体系的即兴伴奏
 第一节 如何应用小调重属和弦
 第二节 如何应用小调六级和弦
 第三节 如何应用小调二级和弦
 第四节 如何应用小调三级和弦
 第五节 如何应用小调自然七级和弦
 第六节 小调完全功能和弦体系中转位和弦的应用
 第七节 如何应用小调副七和弦
　第十章 大小调交替的即兴伴奏
 第一节 平行大小调交替
 第二节 平行小大调交替
 第三节 同名大小调交替
伴奏织体
常用色彩和声
民族调式伴奏
特色和声介绍
附录一　本书习题答案
附录二　本书歌曲编配曲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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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不同的和弦连接（和弦关系）在音乐进行中会产生不同的和声力度，关于这点将在
第八章第一节的和声力度部分加以详述。
 2.和弦连接 和声学中讲述了许多和声的连接，但最为典型的只有两种：和声连接法和旋律连接法。
 和声连接法： 把共同音保留在同一声部（二七度关系不适用）的连接法称为和声连接法。
 旋律连接法： 没有共同音的两个和弦连接或有共同音的和弦在进行中不把共同音保留在同一声部的
连接法，称为旋律连接法。
 3.和弦连接总要求 （1）声部横向进行上要注意平稳（三度以内）（低音声部除外），有共同音要尽
量保持在同一声部。
 （2）一般低音部与上方声部作反向进行，应尽量避免所有声部作同向进行。
 （3）两个声部在进行中不要形成平行五度或平行八度，在同一声部中不要有增二度或增四度的进行
。
 4.和弦的根音关系归纳 二七度和弦根音关系：无共同音作旋律连接法，上方声部作平稳进行并与低音
部形成反向进行。
 三六度和弦根音关系：有两个共同音务必保持作和声连接法，另一声部作二度平稳进行并与低音部形
成反向进行。
 四五度和弦根音关系：有一个共同音，共同音保留作和声连接法；共同音不保留作旋律连接法。
注意应避免所有声部作同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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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钢琴即兴伴奏宝典》力求突出系统性、实用性，采取由易而难、循序渐进的方法。
书中既有和声与分析的理论应用部分，又有将和声运用于钢琴织体的并进行发展与变化的弹奏部分。
将理论讲解、常用和声语汇、织体变化、即兴移调的练习，与歌曲即兴伴奏的实践紧密结合，力求每
个知识点对学习者的即兴伴奏学习有实际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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