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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茜�

武汉音乐学院，中国·湖北�武汉�����������

摘�要

音乐离不开多声部的音响环境，培养和发展多声部听觉能力，继而培养多声思维能力是视唱练耳学习的重要方面，因而，在
视唱练耳教学中，四部和声听觉训练占有重要地位。论文从调内单个和弦各种排列法的和声音响的感知入手，循序渐进到音
乐片段中和声序进的听觉训练，通过这种化整为零、合零为整的训练方法，提高学生四部和声听觉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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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视唱练耳是音乐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是为提高音乐专业

学生的音乐素养、音乐综合能力而开设的课程。视唱练耳学

习过程中，通过视唱和练耳两个环节来完成；视唱，是看谱

即唱的能力；练耳，是对音乐听觉的训练，从简单的单音、

音程、和弦、单声部旋律听记到复杂的多声部听记，视唱和

练耳两者相辅相成，都是通过内心听觉引导。在视唱练耳学

习中，多声部和声听觉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也是从

视唱练耳初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的一项重要训练。

多声部是指音乐中包含二声部及其以上的多个声部，多

声部和声听觉多以四部和声为基础，蕴含了关于声部的序进

关系及和声功能色彩 [�]。在四部和声听觉训练中，既有每个

声部之间的横向进行，又有整体四个声部所构成的和声纵向

连接进行，是多维的结合，也蕴含了横向声部关系和纵向和

声关系。因而四部和声的听觉训练方法也是视唱练耳学科研

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部和声听觉训练应以四部和声在调内的和声功能进行

为基础，融合和声理论和键盘和声来练习。特别是在学习初

期，对音响有诸多不适应，论文拟将这种长段的调内四部和声，

从难度上分解，化整为零，并按进阶的关系，逐步从调内单

个和弦各种排列法的和声音响的感知，到简短的片段式的和

声序进练习，再合零为整，从而较好地形成对完整的四部和

声序进的听觉能力。下面就这种化整为零、合零为整的四部

和声听觉训练方法，进行阐述。

2�四部和声中单个和弦排列法的和声听觉练习

在听辨一条完整的四部和声序进之前，首先做一些听觉

准备。熟悉单个和弦的开放排列和密集排列，以及根音、三音、

五音分别做旋律音的六种排列法位置，熟悉每一种的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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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唱和听写加以熟悉 [�]。

2.1�单个和弦的理论基础

关于和弦，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不同高度乐音按照一定

音程关系的结合。其中，三个音按照三度关系叠置起来的和弦，

叫做三和弦。从下而上分别称为根音、三音、五音，并以数字 �、

�、�来代表 (见下例 )

【谱例 �】

在西洋大小调体系中，Ⅰ、Ⅳ、Ⅴ级音称为正音级，在

正音级上构成的三和弦为正三和弦，从和声功能上，又分别

称为主和弦（7）、下属和弦（6）、属和弦（�）。其他音级Ⅱ、

Ⅲ、Ⅵ、Ⅶ为副音级，在副音级上构成的三和弦称为副三和弦，

从和声功能上，Ⅱ具有下属功能色彩、Ⅲ具有属和主功能色彩、

Ⅵ具有主和下属功能色彩、Ⅶ具有属功能色彩。以 &自然大

调和 D和声小调为例，分别是：（见下例）

【谱例 �】

四部和声是在三和弦的基础上构成的。重复一个和弦音

构成四声部，原位大、小三和弦一般重复根音，其次是五音，

再次是三音。从高到低，每个声部分别是高声部（即女高音）、

中声部（即女中音）、次中声部(即男高音)、低声部（即男低音）。

在四部和弦中，以某一个和弦置于高声部时，则称之为

某一旋律位置，三和弦有根音、三音与五音，固有三种旋律

位置，根据上方声部其三个音距离的音程关系，可分为密集

和开放两种排列法。在上方的三个声部中，男高音与女高音

声部之间距离不超过八度；或者三个声部中的相邻两声部不

能再填进和弦内因；或是相邻两个声部直接的和弦不超过三、

四度者均称为密集排列法（0）；反之则为开放排列法（.）。

以 F�音上原位三和弦为例，按照旋律音分别是根音、�音、

�音的位置，根据密集和开放排列的原则，可以构成以下 �种

四部和声形态：（见下例）

【谱例 �】

2.2�单个和弦的构唱预备练习方法

有了单个和弦的理论基础，须将理论转为实践，通过大

量构唱和键盘练习去进一步的熟悉不同和弦的各种排列法及

旋律位置。

首先，需要熟背这三种不同旋律位置的根音、三音、五

音的排列，并在 &—%七个音上练习构唱。构唱可从下往上依

次构唱，而由于人声音域的局限，可以分为男女两声部，男

生唱男高和男低声部，女生唱女中和女高声部。个人构唱单

个和弦的时候，如若受音域的限制，可以将高低八度替换，

但内心要清楚四个声部所在的实际音高位置。在构唱练习时

强调倾听整体音响效果，注意倾听和弦的色彩

其次，在完成了单个和弦的各种排列法与构唱练习后，

需进行调内的每个和弦的各种排列法。如 &大调中 ,9级和弦

的三音旋律位置密集排列。*大调 9,级和弦的五音旋律位置

开放排列等。（见下例）

【谱例 �】

最后可以根据上例做大量大调和小调内每个音级上不同

旋律位置和不同排列法的练习，要求达到快速反应的能力。

2.3�单个和弦四部和声听觉练习方法

通过大量的构唱练习，熟悉了排列法，有了快速反应和

弦旋律位置的能力后，需要进行单个和弦的四部和声听觉练

习。练习步骤如下：

首先横向听出和弦的低音声部，其次结合低音纵向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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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性，再听出和弦的旋律声部，从而判断出和弦的旋律

位置，最后听辨出排列法，填充内声部。

以 &大调的 9级三音旋律位置密集排列和 D小调的 LY级

五音旋律位置开放排列为例。（见下例）

【谱例 �】

&大调的 9级三音旋律位置密集排列。首先听出和弦的

低音声部 *，其次结合 *判断其功能性为属功能，再听出旋

律声部是 %，从而判断出和弦的旋律位置为三音旋律位置，

最后听出排列法为密集排列法，填充内声部 �*，调内单个和

弦便可听辨出。

D小调的 LY级五音旋律位置开放排列与上例 &大调的 9

级三音旋律位置密集排列听辨方法一样。

3�四部和声中按照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听觉

练习

具备了单个和弦的听觉基础之后，可对功能序进的和声

片段加以训练。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是由单个和弦构成，而完

整的四部和声序进连接又是由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构成的 [�]。

3.1�四部和声中功能进行的和声片段理论基础

（�）基础和弦（Ⅰ、Ⅳ、Ⅴ（�）、.�
�）

基础和弦中的一般进行方式有正格进行�Ⅰ—Ⅴ—Ⅰ、

变格进行Ⅰ—Ⅳ—Ⅰ、完全进行Ⅰ—Ⅳ—Ⅴ—Ⅰ、终止式���

.�
�—Ⅴ �—Ⅰ。

（�）副三和弦�(�Ⅱ（Ⅱ �）、Ⅵ�)

Ⅱ级和弦是副三和弦，属于下属功能，副三和弦的出现

使和声的色彩更加丰富。Ⅱ级和弦通常重复根音。Ⅱ �和弦重

复音通常重复三音。

Ⅵ级和弦具有主、下属两种功能，当它以主和弦作预备时，

为下属功能，重复根音；当它接在属和弦后面时，这一进行

叫做“阻碍终止”，为主功能，这时重复三音。

（�）正三和弦第一转位�(�Ⅰ �、Ⅳ �、Ⅴ ��)

正三和弦第一转位，在音响色彩上，使大调的正三和弦

变得柔和，而小调则变得明亮。正三和弦的第一转位重复音

重复根音或五音。

（�）经过 /辅助四六和弦（Ⅰ �
�、Ⅳ �

�、Ⅴ �
��）

四六和弦（三和弦的第二转位）通常不能够独立使用，

一般用在弱拍或弱位，起经过或辅助的作用，称为经过四六

和弦或者辅助四六和弦。四六和弦一般重复五音。

3.2�四部和声中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的构唱预备练习

方法

当脑中有了清晰的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的理论时，需要

通过构唱预备练习来加以巩固。试以训练 9�-,中完整的属七

和弦解决到不完整的主和弦的四部和声训练来说明：（见下例）

【谱例 �】

第一步，构唱时可先纵向唱出这小节的第一个和弦，如

上例（�）

第二步，再纵向唱出第二个和弦，此时头脑中要明确各

声部的横向进行。（见下例）

【谱例 �】

第三步，再做横向旋律解决法如（�）中的第一小节：（见

下例）

【谱例 �】

第四步，自下而上唱出各声部的进行并横向念出音级的

进行，如Ⅴ -Ⅰ、Ⅶ -Ⅰ、Ⅱ -Ⅰ、Ⅳ- Ⅲ�( 以下均按此方

法练习 )。

第五步，可以根据此方法做大量的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

�2,��KWWSV���GRL�RUJ����������M[IIF[�VM�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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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唱练习，并注意功能序进的音响效果，熟悉各种功能序

进的和声片段的低音走向及音响感。

3.3�四部和声中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听觉练习方法

在完成了四部和声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的构唱练习后，

可开始进行听觉训练。听写步骤如下：

第一步，听出低声部，根据低声部的走向初步判断属于

哪种功能序进

第二步，听出高声部及和声功能，根据高声部来判断和

弦旋律位置，这两者的先后顺序可以互调。

第三步，再听辨其排列法，考虑记谱。

第四步，听内声部，兼顾和声进行预判，写出四个声部。

在听写的过程中，需注意上三声部之间不可超过一个八

度，低音与次中音声部间可超过八度。内声部的进行一般是

级进或三度跳进以及同音的连接，用这样的原则去帮助检查

听写的正确与否。例如：终止式�.�
�-9�-,�（见下例）

【谱例 �】

按照上面的步骤首先可听出低音 ，

根据低音可判断出此功能序进为终止式。其次听出旋律声部

为 ，可判断出旋律位置依次为

���。最后听出密集排列便可写出内声部。

掌握了四部和声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听觉训练方法后，

我们要进行大量的听觉练习，听辩各种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

培养很好的听辨能力，积累大量的和声语汇，同时为下面序

进连接的和声练习打基础。

4�整体四部和声听觉练习

�前面对单个和弦和公式化进行的和声片段的练习，是为

了更好的进行四部和声中序进连接的和声听觉整体训练。下

面进行整合训练。

4.1�整体的四部和声构唱预备练习方法

当学生完成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的训练，熟悉了各功能

走向的音响效果后，方可进行整体的四部和声听觉练习，将

之前的各功能联系在一起进行构唱。在构唱的过程中，应当

注意倾听和弦的色彩、功能及其序进。(见下例 )�

【谱例 ��】

如上例 : 一条 &大调的和声连接，大括号表示的就是功

能序进的和声片段。这样一个完整的和声连接就是由几个功

能序进的和声片段组合而成。

学生可以将一条完整的和弦连接先剖析开，先构唱正格

进行Ⅰ—Ⅴ—Ⅰ，然后构唱变格进行Ⅰ—Ⅳ—Ⅰ，再构唱终

止式 .�
�—Ⅴ �—Ⅰ，最后再加入副三和弦完整构唱此条和弦

连接。在构唱整条和弦连接的时候，可以唱其中某一声部，

或可加入钢琴同时弹奏其余三声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也可多个同学以合唱的形式唱不同声部，从而更好的去倾听

四部和声中各声部的走向及其和弦的音响感。

4.2�整体的四部和声听觉练习方法

在完成了整体的四部和声构唱预备练习后，开始进行和

声听觉练习。听辨步骤如下：

第一步，判断调性，做听觉预备。四部和声的听辨，低

音声部的准确尤为重要。而在听低音之前，应做好预备工作。

(见下例 )�低音的走向与之前功能序进的和声片段中功能低音

的走向密切相关。

【谱例 ��】

例如 &大调的一条四部和声，在听到老师给的主和弦�

&(*�，确定了 &大调的调性后，做一个低音进行的预备。Ⅰ—

Ⅳ—Ⅴ—Ⅰ—Ⅰ—Ⅴ �—Ⅰ的低音是�&���)���*���&���&���

%�-�&简单的正三和弦进行做完后，可进一步加入副三和弦的

低音。Ⅰ—Ⅳ—Ⅱ—Ⅴ—Ⅵ—Ⅴ ��- Ⅰ的低音是 &���)�����

�2,��KWWSV���GRL�RUJ����������M[IIF[�VM�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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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听辨低音

【谱例 ��】

�
例如上面这一条四部和声连接（见上例），我们在做完

预备后听到的低音是（见下例）

【谱例 ��】

听辨完低音后，根据之前的预备练习，可以将大的功能

走向猜测出来（见下例）

【谱例 ��】

第三步，分析功能、级数

第二步低音听辨完成后，可进行第三步功能与级数的听

辨。第三步功能与级数的听辨，是建立在做好了前面的功能

序进练习，可以很好的分辨每一个片段的功能走向，并在确

定了低音的同时，确定和弦的功能与级数。当然，开始与结

束均为主功能和弦，整体是一个 7—6—�—7的功能序进。

结尾的地方可能还会有 .�
�—9�—,的终止式或者 ,—,9��—,�

的补充终止。这些可提前在脑中做好预备，那样可更快地辨

别出和弦的功能与级数。在上例中，前两步完成后功能走向

大方向已经猜测出来，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检查之前根据低

音做的功能猜测是否正确。

第四步，听辨旋律声部位置

旋律声部在四部和声的整体音响效果中，是最凸出的一

个声部。因此，相对于低音声部的听辨要更容易一些。但在

听辩的过程中，不可孤立地听旋律声部的音高，而应将旋律

声部与低声部相结合，并注意高低声部间的音程关系。高低

声部间的音程关系主要有三种，原位和弦的五度关系，转位

和弦的六度关系及原位七和弦的七度关系。除此之外，当听

辩中出现和声进行中有高音与低音同音进行到同音的现象时

（见下例），需及时检查。

【谱例 ��】

确定了旋律声部的音高位置后应再对功能和级数做一次

检查。

第五步，内声部听辨

在完成了前面四步听辨后，还需将内声部进行填充。内

声部填充中最常见的错误是重复音的问题，需要掌握重复音

的规则，并根据前后的进行来判断应重复哪个音。此外，内

声部的连接一定是平稳连接的。在内声部填充完毕后，可再

进行一次综合检查，将横向与纵向结合去检查，在公式化片

段中的检查原则，同样适用于序进连接。这样一条完整的四

部和声连接就听完了。当然，在练习顺序中也可以根据听觉

反应来调整。

5�结语

四部和声听觉过程，是一个包含横向声部进行和纵向和

声进行等多维的听觉结合过程，既有和声学的理论基础又有

音高和音响的感知；既要有单个和弦的判断又要有进行的和

声色彩感知，因而四部和声的听觉是有一定难度的，也是视

唱练耳学习的中高级阶段。

论文中提出的这种练习方法，是将长段的调内四部和声，

从难度上分解，化整为零，并按进阶的关系，逐步从调内单

个和弦各种排列法的和声音响的感知，到简短的片段式的功

能序进的和声音响练习，再合零为整，从而提高对完整的四

部和声序进的听觉能力，为培养和声感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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