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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和弦的诞生及其繁衍—斯克里亚宾晚期和声剖析 

     内容提要：特殊和弦是斯克里亚宾晚期和声的中心材料。文章论述了该和弦产生的原因、构成方式、

结构形态以及特殊和弦的繁衍方式，描述了这一新和声体系的基本面貌。同时指出，斯克里亚宾晚期和声

是对传统和声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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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现代作曲家斯克里亚宾·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于1909年创作了著名的交响诗《普罗米修斯》

Op60，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晚期创作阶段。这一“新”的标志，集中体现在他那富

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和声语言方面, 即建立以“特殊和弦”为中心的和声体系。 

  所谓“特殊和弦”是指那些非三度叠置的不协和和弦。它是在新的美学观、艺术观的指导下，按照新

的原则或方法来构成的和弦。特殊和弦之所以成为体系的中心，是因为它是唯一的和音，也是产生其它和

声材料的本源。它往往是开始和结束的和弦，处在最重要的结构位置。斯克里亚宾在晚期创作中，正是以

特殊和弦为和声中心，并通过一定的方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和声体系，使之在音高结构上成为既有很强的

统一力，又有丰富变化的有机整体。 

一、 特殊和弦的诞生——“复合” 

  和声观念的改变具体反映在运用另外的和声材料以及组织的新手段上。如果17世纪──19世纪的美学

观认为三和弦是协和的，那么对20世纪来说，纯粹三和弦只不过是理想的音响之一，此外尚有大量的其它

音响形式争得了与之平等的地位。正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所说的一句名言“和声中没有不好的音响

[1]”。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对不协和和弦有了新的审美观。不协和和弦不再是音响不好，它与协和

和弦一样，变成美好的声音，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富有特性的声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随心所欲拼

凑的和弦都是美好的。恰恰相反，音响组合是有原则的。每一种有一定风格特点和内容的具体作品只允许

有一种规律的和弦组合。它有自己的范围，在这一范围内可允许有限度的自由。因此，重新对待不协和和

弦的问题，并不是音的纵合关系的任意组合，而是和声材料的个性化。材料个性化并非绝对新的东西，这

种绝对新的东西是不会被人们接受的。和声材料的个性化不如说是主题和结构个性化在和声领域里的扩

展。现代和声给作曲家提供了为自己的作品选择符合他本人的个性气质、思想趣味的和声材料的最大自

由。传统和声学没有这种自由，它仅仅根据人们所共循的总的技术原则，在处理大家所通用的材料时给作

曲家以充分的自由。新、旧和声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在斯克里亚宾的中、晚期创作阶段中，逐渐表现出对西方神秘主义的浓厚兴趣。他崇拜个人意志，认

为“万物是无穷无尽的创造过程，而创造者本身并不理解创造的真正含义，凭本能创造、进化、演变来不

断加快生命的搏动，发展到顶峰，即达到没有约束的创造活动时，就会进入心醉神迷的境界[2]”。他在自

己的《狂诗》中写到“我是世界，我是疯狂的激情，我是纵身一跳，我是欲望，我是光芒，我是向上不断

的创造力，包揽、征服、摧毁、再生[3]”。他为神学中所描绘的种种超凡现象而激动不已。基于这一美学

观念，他逐渐不满足传统的大、小调和声体系，转而探索能表现神秘主义思想的新和声材料。因此，特殊

和弦是在新的美学思想指导下必然产生的结果，众所周知的“神秘和弦”正是表达神秘主义思想的具体的

物质形式。 

  神秘和弦并非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在传统和声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新和弦。在斯克里亚宾的中期

(1903年—1909年)创作中，他尤其喜爱用连续三全音关系的属七和弦进行，这已成为斯克里亚宾最具个

性的和声语汇。 

  这种和声进行不仅仅起到模糊调性的作用，而且还有着内在深层的逻辑联系。 

  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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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大调的属七和弦通过等和弦转换后，其解决的结果与升F大调的属七和弦的解决是一致的；反之，升

F大调的属七和弦通过等和弦转换后，其解决的结果与C大调的属七和弦的解决也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三

全音关系的属七和弦彼此映射，互为等换，产生了深层的内在联系。 

  从斯克里亚宾中期创作的最后几部作品中发现，三全音关系的属七和弦开始出现“复合”的迹象，神

秘和弦已初见端倪。 

  例2  Op.56 no.4 

  在作品57之1中，神秘和弦已占有相当的数量，然而该作品仍受传统和声主属轴的制约，以传统的终

止式结束全曲。在作品58中，已通篇使用神秘和弦，更有意义的是，斯克里亚宾第一次使用了三全音关系

的神秘和弦进行作为全曲的和声终止。尽管在最后一个和弦的下方添加了一个五度低音(这或许表明是斯克

里亚宾对传统和声的最后的“依恋”)，但神秘和弦的中心地位已经确立。[4] 

  作为一种创建新和声材料的方法——复合，其意图在于：(1)寻求新的和声音响，以满足表达新美学思

想的需要；(2)排除协和和弦的中心统治地位，以不协和和弦取代之；(3)创建新的中心材料(不协和和弦)是

建立新和声体系的必然步骤。 

  斯克里亚宾在其晚期创作生涯中，应用复合方法创建了两个特殊和弦。 

  (一)神秘和弦 

  和弦的结构形态表现为各种四度(纯四度、增四度、减四度)的叠置；从斯克里亚宾晚期作品的和声分析

中又可发现，神秘和弦有两个层面，即基础四音层和可动层。前者是恒定不变的，它是和弦音响的基础，

也是其基本属性的保证；后者是和弦音响色彩的“调色板”，在该层面中，可用升高或降低的半音替代，

也可增加或删减该层面的音，以此获得丰富的和声色彩。 

  例3 

  在表现意义上，神秘和弦有四个特点：“明朗性、紧张性、飞驰性和广阔性”。明朗性：根音上方的

大三度音程；紧张性：大、小七度和三全音；飞驰性：总体的不协和趋向色彩变化(而不是解决)，可动层的

色彩变幻，和弦的多种排列样式(见上例)；广阔性：非个人的音响，它是泛音列中第8、9、10、11、1

2、13、14号音的综合体。这几乎是神秘和弦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狂热思想的形象。 

  斯克里亚宾在最后五年的创作中，继续用复合的方法去寻找和创建新和声材料。在作品74之四(钢琴序

曲)中，作曲家将同根音的大、小三和弦复合起来，产生了又一新的特殊和弦。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观察，复

合的属七和弦与复合的大、小三和弦在方法上是同宗同源的，从表现内容上观察，与神秘主义思想也是一

脉相传的。因此，笔者称之为“新神秘和弦”。 



  (二)新神秘和弦 

  从结构形态分析，该和弦具有音程对应的特点。以上下两端音为支点，各有一个大三度和一个小三

度，由此可见，大、小三度是该和弦占优势的音程。在音响上表现为不协和。“一般来说，构成特殊中心

和弦的不是协和的三和弦，而是对于作曲家来说在美学上最符合理想条件的某一个不协和的和音。[5]”  

  例4 

  显而易见，在作品74之4中，这个新的和弦替代了斯克里亚宾晚期创作中普遍使用的和弦—神秘和

弦，标志着斯克里亚宾和声风格的新变化。 

  作为和声中心材料，其结构因素有如下特点： 

  1.作为和声中心材料，处于作品的开始和结尾，从客观上使这一新和声材料在时间流程中产生了音响

的对应性和控制性。 

  2.具有“几何图形”的对称三度是该和弦最具特性的结构因素。它是小三度以及大三度再“繁殖”的

“胚芽”。它是其它派生和弦以及产生特殊调式的“基因”(见下文“复制”)。 

  3.和弦的基本结构因素(即和弦中的半音和三度对称)辐射到其它变体和弦之中，客观上保证了作品和声

风格的一致性。 

二、特殊和弦的繁衍——“复制” 

  无论新旧和声体系都有自身内部的逻辑结构，有着自身和弦构成的原则及其运动的方式和范围；有着

自身和声的张力(中心与非中心；紧张度的聚集与释放)；有着音响的一致性(和弦结构的共性；和弦运动逻

辑的一致性)等等，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保证和声风格的纯正性。 

   斯克里亚宾以独特的方法来处理特殊和弦的问题。其“特殊和弦”中心地位的建立，在于其它和声材料

都发源于这一“特殊和弦”，整个和声体系的构成依赖于这个和弦，尤如细胞繁殖成的有机体一样，依赖

于对原始细胞的“复制”。斯克里亚宾繁衍“特殊和弦”的方法是“复制”，即特殊和弦在不同音高上重

现，从而使特殊和弦扩展、繁衍，形成可供作曲家选用的材料群。复制具有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 、除特

殊和弦外的其它和弦均保留特殊和弦的全部或部分特性，以保证音响的统一。其二、这些和弦又与特殊和

弦有所不同(或是在音高关系上，或是在排列形态上)，这使音乐材料具有多样性。其三，“复制”产生调

式，并由此控制和弦运动的范围。可见，“复制”是斯克里亚宾繁衍特殊和弦的方法。            

           

  (一)神秘和弦的复制 

  通过对斯克里亚宾晚期作品的和声形态分析，发现有如下特点：(1)共性化的和弦结构。即所有和弦的

基础四音层具有同一性的特点，而可动层的音则相对自由。(2)和弦分布的广泛性。即神秘和弦可以分布在

十二个音级之上。(3)和声进行的规律性。小三度和增四度的和声进行是最普遍、最典型的序进形式。(4)

连续小三度的和声进行(其中自然包括增四度)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其基础四音层和可动层都产生了

12121212(或21212121)结构的调式(在俄罗斯称之为“减调式”，它就象是两个减七和弦合并而成)。 

  例5 

  由此可见，斯克里亚宾在创建了神秘和弦的基础上，又以连续小三度的方式复制它。在十二音范围

内，可以产生三个不同音高的循环圈，从而将神秘和弦繁衍至极限，并由此而产生新的和声结构功能。 

  例6 



  其和声功能意义表现如下： 

  1.建立在三个不同音高上的循环圈之间形成互为联系、互为对比的关系。其联系表现为：三个是建立

在共有的十二音级之上，不同循环体内的和弦之间有着“天然的”音级联系(共同音)。其对比表现为：不同

音高上的循环体之间存在着类似于调性的对比。在斯克里亚宾晚期作品中，呈示部和再现部为主环，而展

开部或对比部则为辅环1和辅环2。 

  图1、  

  2.在一个循环体的内部又有若干不同音高的调，这是由内部循环所至。因为，循环体是八度内平均

“分割”为四等份的结果。在循环体内的任何一个和弦都可作为中心或临时中心，所以，音级互换便产生

四个调。按三环计算，共有十二调。 

  T0——T3——T6——T9 

  T3——T6——T9——T0 

  T6——T9——T0——T3 

  T9——T0——T3——T6 

  3.循环圈内的和弦之间存在两种和声关系，即小三度和增四度关系。若将和弦中恒定不变的基础四音

层作为一个常量来分析，相距增四度的两个和弦之间产生的是换位关系，是最密切的和声关系。而小三度

关系的和弦之间则无任何共同音。由此，在循环圈内的诸和弦之间，形成了向心和离心的和声关系。在斯

克里亚宾晚期作品中，增四度的和声进行已成为最普遍、最典型的“和声终止式”。 

  例7 Op.63 no.1 

  4.由复制而产生的减调式成为音高结构的基础，三个减调式(该调式只能作两次移位，即有限移位，故

只有三个减调式)分别控制着和弦运动的范围，并共同建造斯克里亚宾音高结构体系。 

  例8 

  (二)新神秘和弦的复制 

  斯克里亚宾的钢琴序曲(Op74.no.4)显示出和声中心材料的新颖性，对中心材料复制的二重性，和弦



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标志着其晚期和声风格的又一变化。 

  1.双复制 

  如果说，神秘和弦只采用了一种复制方法(即连续小三度复制)，那么，新神秘和弦则采用了双复制的方

法。他不仅沿用了小三度复制，而且还添加了大三度复制，由此而产生两个调式。即12121212结构的减

调式和313131结构的调式(在俄罗斯称之为“增调式”，它就象是两个增三和弦合并而成)。 

  例9 

  小三度复制和大三度复制与和弦结构中占优势的小三度和大三度相对应，因此，应把和弦的音程结构

看作是构成增调式、减调式的当然原因，也是构成双复制的内在动因。同时，处于增调式、减调式中心的

新神秘和弦向两端辐射，在广阔的领域中变幻飞驰，产生丰富的和声色彩。作为复制的原型，它即是其它

材料的来源，又是增、减调式的对称中心。 

    例10 

  2.和弦形式的多样性 

  在这首作品中，斯克里亚宾改变了以往和弦结构单一的形式，换之为多样化的和弦形式。但多样化并

非是随意构成和弦，而是在一定风格的制约下，在一定原则指导下，有选择地构成和弦。概而言之，所有

和弦都应具有中心和弦的基本特点或基本属性，即包括新神秘和弦音的基本数量(至少为四个音构成和弦)；

和弦的结构特征(半音和三度对称)。以保证音响的一致性和纯正性。 

  在保持上述特点的前提下，笔者曾罗列了增、减调式中的所有四音和弦和五音和弦。通过对该作品的

分析，斯克里亚宾采用了如下和弦： 

  例11 

  这些和弦的共同特征是：被某半音装饰的增三和弦的和音体。而增三和弦正是增调式的构成要素。在

这些和弦中，半音或装饰根音，或装饰三音、五音。这些和弦都清楚地表明自身的调式属性以及和弦音响

的共性。而减调式在该作品中则是以短小旋律的面貌出现。 

  例12 

  中心和弦首先在弱拍上陈述，在第一小节中的相同拍位上重复了该和弦。在第二、三小节的这个拍位



上，分别出现AC#CE#G五音和弦及A#CF#G四音和弦。这两个和弦都被增调式所包含。而每小节的前两

拍为减调式。如第一小节ABC#DF#G,它们是A21212121减调式的六个音。第二小节的强拍A#A#DE#

F, 第二拍ABD#DFbG#G, 它们分别是A12121212和A21212121减调式。第三小节前两拍#A#B#DE

#FG(还原B可视之为经过半音)，这些音被A12121212减调式所包含，只是A音暂时隐藏起来了。 

  该作品的调式转换是由和弦与短小旋律的交替来实现的。而调式转换的顺序与中心和弦结构的排列顺

序相符(即根音上方小三度预示减调式，大三度预示增调式)。中心和弦的结构基因孕育了调式频繁转换的形

式，使它变得自然而然，合乎逻辑。两个调式之间频繁转换，还产生了类似于和声节奏的“调式节奏”，

因而表现出奇异的和声色彩。这种急剧的变幻所表达的是自我臆造的神秘境界和脱离现实的自我陶醉。 

三、 对传统和声的继承性 

  新和声是在传统和声的基础上诞生的，无论是勋伯格的序列音乐，还是德标西的印象派音乐，都与传

统和声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斯克里亚宾也不例外，其晚期和声是从传统和声中脱胎而来的，有许多与传

统和声相似和相近的特征，这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和声材料的传承性 

  斯克里亚宾的特殊和弦是以传统和声材料为原料来构成。如上所述，新的美学思想驱使作曲家建立新

观念，创造新材料、新方法和新形式。为了能表现神秘主义这一新的美学思想，斯克里亚宾摈弃了传统音

乐材料，也许，他认为那些以协和三和弦为中心的和声体系难以表现他心中的神秘思想，而那些不协和和

弦更接近或更能够表达他的美学观念。于是，他选择不协和和弦替代协和和弦，把它当作表达神秘主义思

想的物质形式，并以此为起点建立新和声体系。然而，新和声体系的建立是以摧毁旧和声体系为前提的，

只有变革传统和声中最本质的东西——调性及构成调性的核心因素——主、属轴，才能摆脱旧和声体系的

束缚。在这历史变革的临界点，斯克里亚宾迈出了历史性的两步。第一，他选择属和弦为原料，采用复合

方法构成了特殊和弦——神秘和弦，其结果是摧毁了传统和声的属功能，致使主和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

件。第二，确立特殊和弦的中心地位。至此，新和声的曙光从传统和声的密云中穿透出来，照亮了现代音

乐的广阔领地。 

  同根音大、小三和弦的复合与此同出一辙，它摧毁的目标不是属和弦，而是主和弦，并直接确立特殊

和弦的中心地位。 

  2.和声结构的相似性 

  斯克里亚宾通过严密的逻辑方法构成了独特的和声体系，但从和声结构形态上观察，仍与传统和声有

如下三点相似。 

  (1)与传统和声相似，也有中心和弦。它具有类似主和弦的功能意义。在作品中以特殊和弦开始，又以

特殊和弦结束，使之成为其它和弦的中心。 

  (2)与传统和声相似，也有终止式。乐句、乐段结束时的和声进行具有固定和模式化的特性，使音乐结

构的“网点”产生和声音响的一致性。 

  (3)与传统和声相似，也有体系内部不同层面的和声关系。如和弦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心和弦与非中心

和弦)；又如调性调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主环与辅环；减调式与增调式)等等。 

  3.调思维的模拟性 

  传统调式的思维特点表现为：陈述主调(呈示)……离开主调(展开或对比)……回归主调(再现)。这种统

一与对比的调思维仍然为斯克里亚宾所接受。他虽然使用的是减调式、增调式，但其调思维仍然模拟着传

统的外在运动形式：主环(呈示)……辅环(展开或对比)……主环(再现)；又如减调式(呈示)……增调式(展开

或对比)……减调式(再现)。 

  俄罗斯著名音乐理论家说：“斯克里亚宾的和声进化史，乃是古典调性体系在新美学思想指导下发生

一系列变化的鲜明范例。[6]”  

结    语 

  在20世纪初，音乐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共性写作逐渐向个性写作的方向发展。探索音乐的新材

料、新技法乃至新领域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这新旧历史交替的临界点，许多作曲家以其独特的个性，

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和研究并创造出多姿多彩的现代音乐。斯克里亚宾正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之一。遗憾的

是，正当他的创作处于极盛之时，作曲家却过早的去世了。然而，那些具有独特风格的的音乐已成为世界



艺术宝库中的精品，那些极具个性的和富有创造性的音乐技法仍启迪着后人的音乐思维。这就是本文研究

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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