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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缩图”式的引子及其“资源库”意义 

——黄汛舫《工尺谱游戏》音乐分析 

  
       2004年11月，武汉音乐学院黄汛舫教授创作的无伴奏女声合唱《工尺谱游戏》在第四届
中国音乐“金钟奖”评选中获得“作品奖”[①]。细细体会这首作品，她首先在总体上反
映出来的两方面显著特征是她能获得良好音乐效果、从而取得该项大奖的原因所在。其
一，是作品将中国传统音乐素材与西方作曲手法有效结合，从而凸显“中国风格”和“现
代气息”[②]。这首以中国古老的记谱法——工尺谱的唱名作为歌词[③]，采用湖北汉阳民
歌《太阳下山满天红》作为音调素材的合唱作品，其多声部处理一方面吸纳了我国侗族大
歌的因素[④]，而另一方面则在音乐中广泛使用了西方作曲技法中的“模仿复调”、“固
定低音”等多声部表现手法。其二，是作品运用了颇具新意的创作手法，从而使这首“合
唱曲”不同一般地具有了“器乐曲”特征。具体表现在：以工尺谱唱名作为唱词的做法，
淡化了“词”而突出了“曲”[⑤]；音乐突出节奏，甚至将人声作为打击乐处理；作品大
胆地将大量二度叠置的不协和和声交由人声合唱，并频繁运用调式交替、转换和叠置；贯
穿全曲的“动机式”音乐主题发展手法也显然来自对器乐音乐的借鉴。 
       《工尺谱游戏》包括“引子”和“主体”两大部分。其中，引子的单位长度（共9小
节，45拍）达到了全长（共106小节，432拍）的1/10以上（加之引子是全曲速度最慢的段
落，在全曲中的时间比例将更大），这便使它具有了很大的独立性（参见图1）。更引人注
目的是，作品的总体特征在开端的引子中便已经充分地展现出来。引子所具有的特点能够
引发我们从它开始，进而对全曲作深入观察和研究的兴趣。 
       图1：《工尺谱游戏》大致结构 
  

    
  

一、引子的自身特征 

  
       在引子中，工尺谱唱名准确地与具体音高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工尺谱游戏》的引子
首先便具有了“点题”的意义[⑥]。在这个长度为9小节的引子中，作为创作素材的民歌音
调开门见山地出现在第一女高音声部，随后在第一乐句中由高而低地以不同变体扩展到四
个声部，再在第二个乐句中由所有声部齐唱出它的原型。引子在主题音调的“呈示–变体
发展–增强再现”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作者巧妙的设计而显现出精致的布局（参见例1）。 
       如例1所示，引子通过多种因素的精心设计，使整体布局明显呈现出“增涨”的状态：
首先是声部以“单一”→“长音＋旋律的二重”→“长音＋旋律的四重”→“齐唱的四
重”的进入方式递增；第二是随着声部的递增，歌声的持续时间按“6拍→9拍→12拍→15
拍”[⑦]的等差关系扩大；第三是在两个乐句的结束处，第5小节由四个声部以“商”、
“角”和“羽”三个音“错落”进入，到第8–9小节仍然保持第5小节的三个音但改变为四
个声部“同步”进入，两乐句结束处包含了二度叠置的不协和音响并引起了和声紧张度的
提升；第四是伴随着声部数量、段落长度与和声紧张度的增涨，力度采用“pp-ff”的处
理，更使整体音响呈现出扩张的状态。 
       又如例1所示，一方面，引子的前乐句在第27拍结束，此处正处于引子全长44拍的黄金
分割点。另一方面，在这首四声部合唱作品中，四个声部第一次全部出现的位置在第16
拍，这一位置又正处于引子全长的逆黄金分割点上。这样，引子在结构和声部的布局上均
符合了黄金分割原则。 
       进而通过对全曲的观察发现，引子中获得了充分展示的民歌音调将成为全曲音乐材料的
的“胚胎”或“源头”，而引子的整体设计还将成为全曲布局的“先现”。也就是说，
《工尺谱游戏》的引子已不再像一般处理那样，仅仅作为“附加成分”而在作品中起着引
导或铺垫的作用，它已然具有了意义关键的“主题呈示”作用，并在“多方位”和“深层
次”上成为了作品主题的“核心”和整体的“微缩”。 

  
       例1：《工尺谱游戏》的引子（第1–9小节） 
  

 



     
  
  

二、引子成为了全曲音乐发展的“资源库” 

  
       通览《工尺谱游戏》，它有着变换频繁的音高组织、丰富的节奏形态（参见图2）和因
持续发展而呈开放状态的音乐过程（参见图1和图3），但是，通过细致的分析并不难发
现，全曲所有的音高和节奏均与引子开端呈现出来的民歌音调保持着直接或间接、显见或
潜在的联系（参见图2）。 
       图2中摘录了引子开端呈示的民歌音调、全曲所有段落中作为该段落核心的开端部分以
及所有段落中具有对比特点的片断材料，通过对照和梳理可以看出，作者在全曲音乐的发
展过程中运用“传递”、“衍生”、“分解”、“交织”或“呼应”等多种手法，使民歌
音调成为了在全曲中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主题核心，以凝练的材料使全曲具有了高度的统一
性。 

  
  
  
       图2：主题核心及其对全曲音高及节奏材料的多样化控制 
  



    
       另外，全曲的调性及和声也已在引子中得以预示。具体来说，全曲的主要或基础的调性
包括d羽、a羽和g羽三种（参见图1），而引子中两个乐句的结束，均以这三个调式的主音
纵向叠置（参见例1）。同时，这三个落音在引子前乐句中的先后出现能够让人产生同宫系
统不同调式交替的印象，也就是说，引子中两个乐句结束处由旋律运动产生的“多音叠
置”便又成为了主体部分中“多调叠置”的预示（如第86小节便是a羽调式与e羽调式的纵
向叠置，参见图1）。 
       综上所述，当引子以其中出现的主题核心控制着全曲的音高和节奏，又以其独特的处理
先现了全曲的和声调性，便充分体现出它对作品在多方位的控制力量，从而能够被视为全
曲音乐发展的“资源库”。 

  

三、引子成为了作品整体布局的“微缩图” 

  
       如前所述，《工尺谱游戏》的引子通过声部、长度、和声紧张度和力度等因素的扩张处
理而使整体布局明显呈现出“增涨”的状态。这种特征在作品主体中被放大出现。主体部
分通过速度、表情、力度及其带来的总体音响效果的扩张，而使引子和主体在发展状态上
有趣地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参见图3）。 
       再如前述，引子在结构和声部布局上均符合了黄金分割原则，这与作品主体中的结构和
调性布局相映成趣：相应于引子前乐句的结束位置处于引子全长的黄金分割点，主体第I部
分的结束位置则处于作品全长的黄金分割点上；相应于“首次”呈现四个声部的位置在引

子的“逆黄金分割点”上，作品主体中“首次”离开降号调（F宫系统或  B宫系统）而出现
C宫系统调的位置则在全曲的“逆黄金分割点”上（参见图3）。 
       综上所述，《工尺谱游戏》的引子一方面将其开端呈示的民歌音调作为核心素材，辐射
于整首作品，另一方面以其整体设计先现全曲的概貌，从而成为了全曲的“预制件”或
“微缩图”。 

  
       图3：作为全曲“微缩图”的引子及作品的整体布局 

  

    
  

 

 

[①]  根据“金钟奖”的评奖惯例，声乐类获奖作品不分等次，统一颁发“作品奖”。 

[②]  《工尺谱游戏》的作者黄汛舫教授谈及该作品时说到：“创作灵感源自对民族音乐‘工尺’

记谱法的兴趣，旨在探索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及其素材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实践性意义。” 

[③]  作品以“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作为唱词，作为工尺谱唱名，它们分

别对应首调唱名的“sol、la、si、do、re、mi、fa、sol、la、si”。 

[④]  作品采用“女声”，似乎也是受到“侗族大歌”的影响。 

[⑤]  作为“歌词”，工尺谱唱名是没有具体意义的，它们实质上是被当作“虚词”在作品中使用

的。正如作者在谈及对这部作品的创作构思时特别强调的那样，“作品避开歌词的约束，而力求

凸显‘汉字’的‘音响’魅力”。 

[⑥]  在进入主体后的音乐发展中，工尺谱唱名与具体音高不再对应，从而使引子中的“对应”具

有了“点题”的意义。武汉音乐学院的谢功成教授和孟文涛教授曾一同聆听了这首合唱作品，并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对作品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作品不仅有很好的音响及音乐效果，且整

体写作很有章法，实现了现代作曲技法、中国民族风格与可听性三者的高度融合。同时，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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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标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孟文涛教授认为，就作品主要将工尺谱唱名作为“虚词”的处理方

式看，实为“工尺谱唱名的游戏”，进而建议将作品更名为《工尺谱唱名游》。 

[⑦]  全曲使用了 、 和 三种节拍，均以四分音符为一拍，因此，文中在细致谈及长度或比例问题

时，均以“拍”为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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