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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容忍的装饰 

———管窥欧洲早期复调音乐形式的发展演变

苏振华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中世纪是欧洲文化重要的形成期。复调的产生对西方音乐意义重大，它是在宗教强权文化统治下，在宗教与非宗
教音乐遗产的对抗与冲突中，且无法找到艺术上的表现渠道的情势下，教会音乐文化内部分化并被挤压出来的结果。其从

早期奥尔加农到盛期经文歌形式的发展演变，是欧洲宗教与世俗音乐文化权利话语较量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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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是欧洲封建社会的产生、
发展和开始走向衰落的历史。这一时期，基督教文

化、日耳曼文化和地中海文化融和交织，特别是具

有很强音乐性的基督教的强势影响，为整体意义上

的西方文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　宗教的文化土壤

基督教在欧洲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基督教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文化特有的

兼容并蓄的传承背景，表现在它的音乐从曲目、曲

调风格到表演实践，都吸收了其它一些古代宗教和

文化的因素，如犹太教传统、东方文化与希腊文化

混合的拜占廷传统以及西欧各国基督教不同的音

乐形式等等。［１］促使西方艺术只能从基督教教会内

部被挤压出来。又如以基督教音乐为表现形式的

格里高利圣咏，以基督教为创作背景的复调音乐以

及史料统计的，直至１３世纪的基督教教会音乐，都
是在它对古代音乐遗产的严格筛选、对可容忍的世

俗音乐严加限制，这种较彻底的隔离状态下存在并

发展的就是佐证。客观上为西方音乐多要素能在

这一时期得到精心的维护和培育提供了保障，同时

为欧洲后期音乐艺术向着理性、有序方向发展埋下

了伏笔。

“艺术领域的一切创新，必然是语言的创新，而语

言创新包含着新的情感和新的观念，它的背后是精神

权力的意欲，即创造主体对自己精神地位的捍卫。”［２］

在中世纪观念中，音乐不是供人欣赏聆听、享

受或娱乐的，它被赋予教化人，使人弃恶从善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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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理性功能。以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命名的格

里高利圣咏的产生，为音乐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

列具有积极意义的影响。表现在理论方面：它促成

了教会调式理论、记谱方式的早期探索；出现了纽

姆谱，到１１世纪时线谱得到广泛应用；实践方面：
以格里高利圣咏为中心，伴随哥特式教堂的兴建，

教堂合唱团的发展，管风琴的诞生，世俗多声音乐

等的强势驱动，创新出了附加段、继叙咏以及后来

的复调音乐。具体表现在：横向上，宗教弥撒礼拜

仪式音乐中出现附加段、继叙咏及宗教剧等形式内

容的装饰。纵向上，感性的追求梦幻、朦胧气氛的

单调声响模式，在能容忍状态下逐步被理性的复调

思维形式主宰。尽管早期复调“与教堂之外的多声

现象并没有多少直接的精神联系。”［３］

　　二　被容忍的精神诉求

多声音乐的存在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文化

现象，在中国、印度的许多地域就存在民间多声音

乐形态。值得关注的是，亚洲这些区域的多声形

态，多是基于固守本土文化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

同化与吸收，且是在相对自由的艺术氛围中得以发

展。而在欧洲，地域、文化背景不断异动下文化的

碰撞，使在强权文化容忍下的装饰成为了精神诉求

表达的重要途径。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圣咏作为强加给当地民众

的外来文化，对抗成为北方人民对自身不熟悉音乐

语言的一种本能反应。在教会要求保持自己礼仪

音乐本质和特征的情势下，本土音乐文化与古典音

乐教义之间，以及与格里高利圣咏艺术实践之间的

矛盾日渐突出。在这一态势下，教会基于如允许当

地人民的文化沿着自然的路线发展，允许他们自由

地处理格里高利艺术，势必造成对教会礼拜与仪式

内在本质表达直接冲击事实的考量，以及音乐家们

不断探究、塑造和重塑已有音乐材料的结果，迫使

宗教强权派们不得不对音乐中旋律重要性的态度

逐渐发生改变。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教会音乐内部，

复调思维开始以能被容忍的身份出现，并直接通过

践行对圣咏旋律、圣咏内容所潜在的空间想象力的

拓展表现出来。

史料已表明，最早的多声音乐文献就出现在公

元９世纪瑞士的圣加尔修道院；有记载的早期复调
音乐同时也出现在欧洲一些教会所属的，以培养神

职人员、公务员和音乐家为宗旨的学校和大学里。

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有关文法、修辞、逻辑学中对

如何理解语言的结构，如何有效地组织和使用已有

形式中的材料，问题的辩证解决等的学习行为，起

到了直接培养和训练学生潜在的“复调”思维方式

的作用。就像这一时期演唱格里高利歌曲的民众

那样，他们会不经意地以自己的旋律来改造在教堂

中所演唱的歌曲。［４］这种表达方式，既能满足不同

民众的精神诉求，又能在不自觉中被大众逐渐默认

并接受。姚亚平教授曾提及，早期复调的产生“并

不是以一个革新者的面目走到音乐实践中来

的。”［４］这使运用对固定旋律材料进行装饰的创作

手法成为现实。尽管教会强权下的“核心礼仪的圣

咏，必须得到遵从，它不得被随意修改、歪曲，它必

须保持一个不被触犯和变动的限度，在这个限度内

保留着它的尊严和主导地位。”［２］

　　三　装饰性的创新体现

“新的对上帝崇拜的欲望总是导致独特的艺术

作品的产生。”［２］在欧洲早期宗教音乐内部，它在与

非宗教音乐遗产糅合的过程中，寻求更合适的，既

能更好地为宗教崇拜仪式服务，又能与其它文化融

合贯通的艺术表述渠道，无疑是教会音乐家们倾心

创作的目标及其关切的焦点。在教会强权文化利

益的驱使下，最早的复调音乐———奥尔加农（ｏｒｇａ
ｎｕｍ有译为“平行调”）在教会音乐内部出现了（多
声音乐最古老的文献是收录在一篇名为《音乐手

册》的论文中的谱例）。

（一）早期的奥尔加农

复调的产生对西方音乐意义至关重大，西方音

乐之所以走向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复调的出现是

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５］早期的奥尔加农，作品在

结构形态上呈现为两个声部，旋律声部采用格里高

利圣咏曲调，低音声部即奥尔加农声部则在下方作

平行四度或五度，以一音对一音的形式对应并装饰

圣咏声部。另有一种解释是，将奥尔加农的名称与

管风琴相联系，认为附加的第二声部不是用于歌

唱，而是交给管风琴演奏。这种音乐形式，既突出

了教会礼仪音乐的主导地位，又能使复调思维音乐

创作手法以理性、务实的态势向前发展。结果，多

声音乐形式得以传承并发展，一音对一音的创作手

法预示了后期对位法的产生。并随着教会音乐家

们在圣咏旋律声部下方叠加同度、八度音程创作，

声部从二声部发展到四声部等，证明了早期复调音

乐的成长，是格里高利艺术与本土音乐之间对抗冲

突的结果。

（二）华丽的奥尔加农

１１世纪，受哥特式艺术影响，部分教会音乐家又
尝试把平行曲调装饰在圣咏旋律上方。到世纪末，

复调已经由平行发展到能够用斜向和反向进行来结

合两条独立的旋律线。由于已经发明了用线谱明确

音高的方法，同时演唱出的音程也被固定下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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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世纪左右，奥尔加农声部在交错、超越的基础上，
表现出富于流动和变化的装饰性格，形成花唱式的

华丽奥尔加农复调风格。如保存在西班牙西北角圣

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修道院的一部手稿中和法

国中南部利摩日的圣马第亚修道院的一些手稿

中。［６］在华丽奥尔加农中，其声部运动表现出的即

兴、自由特征，与缓慢、静止的圣咏声部形成鲜明对

比的情形下，圣咏旋律开始受到严峻挑战。与此同

时，复调创作初期出现的众多音符毫无规则的堆砌，

造成了声响混乱等众多与教会所倡导主旨相悖的后

果。它在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同时，直接推动了节

奏型、节奏模式等的出现以及记谱理论的发展。

（三）笛斯康特

笛斯康特（ｄｉｓｃａｎｔ有译为“反行调”），它以奥
尔加农为基础，强调以反向进行，容忍声部交错、三

度、六度音程和经过音装饰的复调音乐形式，并在

１３世纪的法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创作
中，外加的新旋律是作曲家自己创作的，并开始带

有非圣咏的性质。它不再是被动的写作，而是作曲

家主观能动的自由的创作，节奏上也获得灵活多变

的独立性。［７］固有的圣咏旋律被安置在被拉长成不

定量的长音所构成的下方固定声部，独唱则可以在

其上方作自由而无节奏拘束表演的结果，加速了对

固有圣咏曲调关注的弱化，实际上已使其失去了原

有主导地位，是欧洲宗教与世俗文化权力较量的见

证。笛斯康特与奥尔加农比较，它采用音对音的织

体形态，运用了节奏模式，与奥尔加农即兴、松散结

构形成对比。现代意义上的“复调音乐”诞生了。

（四）孔杜克图斯

孔杜克图斯１２世纪首创于法国，是一种有韵
律的拉丁文歌曲。它是从近似宗教礼仪音乐的材

料，如赞美诗、继叙咏等发展而来，歌词与宗教有

关，但多数并非教会诗歌。在形式上，它既可以是

单声歌曲也可以是复调音乐。在复调孔杜克图斯

中，固定声部突破采用圣咏或其它已有曲调的限

制，采用新创曲调，且固定调不再是延续的长音，而

是有了较灵活的节奏。所有声部几乎都是以同样

的节奏进行。常见为三声部，每一声部都演唱同样

的歌词，且歌词多为道德说教或礼仪性的世俗化

内容。

（五）经文歌

经文歌是中世纪中晚期乃至文艺复兴时期最

重要的复调体裁。在１３世纪盛行一时，起源与中
世纪附加段和克劳苏拉有关。最典型的形式为三

声部。起初上方声部附加的歌词是拉丁语，与宗教

有关。后来，上方声部歌词开始方言化，出现了法

文经文歌，形成经文歌特有的“复歌词”现象，各声

部常具有内容、情感不同的歌词。“定旋律”采用圣

咏，处在低声部。不同歌词可用来表达相同或完全

不同的内容。其对位手法与哥特式艺术的构筑目

标明确、完全不顾拱形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是否和谐

相似。早期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创作既有旧曲

配新词，也有旧词谱新曲。同一旋律既用于宗教歌

词，又可用于世俗歌词，写作不是供教堂仪式使用，

而是在世俗文化的环境中应用。体现了宗教音乐

与世俗音乐之间的相互影响。经文歌的发展，促进

了多声音乐终止式的形成（三度、六度被接受为协

和音程，且具有“解决”意味地反向进行到五度、八

度）和记谱理论的完善（约１２６０年左右，弗朗科在
《有量音乐艺术》中提出“有量记谱法”），昭示了在

宗教音乐内部，新的创作风格的来临。

综上所述，欧洲早期复调音乐发端于宗教音乐

内部，它的产生是以“对更崇高精神的解释作为自

己解放的前提”。［８］它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

声响的创造与想象空间，昔日以口头传唱、即兴创

作为主的传播方式开始被理性的作曲所代替，促成

了音乐中声部协和对位准则的确立以及节奏和记

谱理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的发展，促使音乐

家们主动从教堂、宫廷走出来，走进人们的日常生

活，重新赋予音乐艺术以新的生命力，最终促进了

西方音乐创作思维习惯、艺术审美趣味和传统艺术

风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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