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

國

本

位

音

樂
』

張
沅
吉

春
好
像
是
藝
術
界
所
獨
霸
般
的

。全
國
各
地
風
起
雲
湧
的
有
關

於
繪
晝
音
樂
的
集
會

，有
如
春
笋
一

般
的
勃
發

，在
首
都

，
將
舉
行

八
年
來
第
一

次
的
全
國
美
展

，同
時
還
有
三

天
連
續
的
盛
大
音
樂
表

演

，由

平
京
滬
三

地
專
家
輪
流
各
担
任
一

天

，這
些

，充
分
說
明
了

春
之
藝
壇
是
如
何
地
勃
發

，正
在
進
向
中
國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的
坦
途

上
一

般

，在
這
種
有
如
藝
術
節
般
的
時
候

，
各
報
最
近
刊
了

一

篇
上

海
霄
霏
國
樂
會
的
一

叚
介
紹
文

，内
容
是
宣
示
除
他
們
的
如
何
努
力

於
本
身
事
業
外

，正
在
負
起
復
興
國
樂
的
重
任

；
他
們
說
明

了
二

個

不
同

的
方
向

，但
都
是
想
使
國
樂
抬
頭
的

：

一

，爲
採
取
西
洋
的
技
術

，將
器
樂
與
聲
樂
澈
底
的
整
理

與
改

進

，成
爲
東
方
西
方
之
混
血
體

。

二

，則
惟
有
摒
棄
洋
化

，專
從
事
於
國
有
樂
器
樂
典
之
搜
尋
研

究

，
綜
合
各
派

，集
合
專
家

，
以

分
工

合
作
精
神

，尋
求

一

代
表
的
音
樂

，以

求
中
國
本
位
的

音
樂
之
發
達

，在
世

界
藝
壇
另
樹
一

幟

。

同

時
立
即

賡
續
說
明

他
們
的
旨
趣
和
出
發
點

，毅
然
决
然
地
採

取
後
者

，
並
且
最
近
已

開
始
了

他
們
重
大
任
務
的
起
端

。

我
們
欣
幸
這
近
頃
各
種
文
化
部
門

有
意
義
的
活
動

，
在
在
給
人

們
以

良
好
的
感
念

，以

後
慢
慢
可
以

從
零
碎
工

作
而
漸
入
統
一

的
整

個
整
理
工

作

，
作
爲
未
來
中
國
新
文
藝
復
興
運
動
的
前
階
叚
的

準
備

時
期

，我
們
對
於
這
種
埶

忱

，必

須
加
以

擁
護
和
贊
助

，
但
是

，爲

要
使
整
個
的
前
程
打
算

，
我
們
非
但
不
能
走
遠
路
繞
圈
子

，而
且
必

須
更
進
一

步
地
迎
頭
趕
上

，才
可
以

跟
人
家
比

肩

，因

之

，我
們
對

於
這
種
步
驟
上
的
原
則
和
理
論

，不
得
不
在
開
始
進
行
的
時
候
有
充

分
的
探
討
和
確
定
不
可

。

在
這
個
『
國
樂
』
問
題
的
領
域
下

，我
們
起
先
不
妨
先
列
舉
最

近
國
内

各
專
家

，
有
關
的
科
學
家

，文
藝
家

，他
們
的
意
見
是
怎
樣

，這
裏
不
勞
惲
煩
地
先
摘
錄
一

部
份

，然
後
再
給
他
下
結

論

。

「

不
管
用
來
演
奏
的
是
什
麽
樂
器

，
亦
不
管
所
唱
奏
的
是
什
麽

歌
或
曲

，祗
要
中
國
人
做
出
來
的
音
樂

，而
且
確
有
藝
術
的

價
值

，凡
屬
中
國
的
愛
國
男
兒
都
應
當
把
他
當
作
是
國
家
的

光
榮

，不
應
該
就
他
的
來
源

，
定
出
一

個
西
樂
的
名
目

，並

巧
爲
喧
賓
奪
主
之
說

，以

自
絕
於
音
樂
的
藝
術

。

「
本
來
不
是
本
國
樂
器
的
胡
琴
琵
琶
和
羌
笛

，可
以

算
是
本
國

樂
器

，爲
什
麽
現
時
之

所
謂
西
洋
樂
器

，經
我
們
採
用
之
後

，不
可
以

算
是
本
國
樂
器
呢
？

「
因
爲
國
樂
不
能
夠
和
西
樂
爭
衡

，
所
以

要
改
造
和
改
良

，而

且

應
該
改
革
的
地
方
須
毅
然
地
把
他
改
革

。

「
中
國
人
如
果
會
做
出
很
好
的
所
謂
西
樂

，那
末

，
這
就
是
國

樂

，
如

果
中
國
人
做
出
來
的
音
樂
是
魏

，那
末

，
就
令
中
國

人
普

通
之

所
謂
國
樂

，
亦
是
國
家
的
羞
恥

。」
黎
靑
主
□

：我

亦
來
談
談
所
謂

國
樂
間
題

，原
文
載
音

樂
敎
育

二
卷
八

期

。

「
我
們
從
速
創
造
國
樂

，
須
一

面
先
行
整
理
吾
國
古
代
音
樂

，

一

面
辛
勤
採
集
民
間
流
行
謠
樂

，然
後
再
利
用
西
洋
科
學
方



法

，
把
他
製
成
一

種
國
樂

。」

王
光

祈
有

歐
洲
音
樂
進
化

論
四
頁

。

「

我
國
音
樂
進
化

，
除
律
呂
一

事
外

，
殆
難
與
西
洋
音
樂
進
化

同
日

而
語

，
但
吾
人
旣

相
信
音
樂
作
品

，
須
建
築
於
民
族
性

上
，
不
能
強
以

西
樂
代
庖

。…
…
…

倘
吾
國
音
樂
史
料

，
有
相

當
整
理

，
則
國
內

音
樂
同
志

，
便
可
使
用
其
天
才

，
用
其
技

術
（

製
譜
技
術
「

以

創
造
偉
大
之
國
樂

，使
儕
於
國
際
樂
界

而
無
愧

。」
王
光

祈
者

中
國
音

樂
史
序

。

「

欲
造
國
樂

，必

須
注
意

。一

，
對
於
音
樂
各
種
要
素
一

一

加

以

研
究

，二

，搜
集
國
内

音
樂
材
料

，以

供
製
譜
者
之

參
考

，三

，
對
於
樂
制
及
樂
器
各
音

，須
有
劃
一

辦
法

，」

王
光

祈
通
信
載
音
樂
敎
育
二
卷
八

期

。

「

我
國
舊
樂
不
振
可
以

說
有
下
列
三

大
原
因

：
一

，吾
國
樂
師

無
發
明
製
鍵
盤
樂
器
與
用
五

線
記
譜
的
能
力

，二

，吾
國
樂

師
過
度
墨
守
舊
法

，缺
乏
進
取
的
精
神

，所
以

雖
有
良

器
與

善
法
的
輸
入

，亦
不
願
意
採
用
或
摸
倣

，三

，吾
國
向
來
沒

有
正

式
的
音
樂
教
育
機
關

，以

致
音
樂
敎
授
法
未
加
改
良

，

記
譜
法
亦
不
能
統
一

。」
蕭
友
梅
□
「
最
近
一
千
年
來
西
樂
發
展
之
顯

著
事
實
與
吾
國
舊
樂
不
振
之
原
因
」
載
音
樂
雜
誌
第
三
期

。

「

如
决
定
了

某
種
樂
器
應
當
改
艮

，最
好
先
把
改
艮

的
意
見
先

同
數
理
學
專
家
接
頭

，
請
他
們
核
定
所
提
出
的
計
劃

，於
音

律
上
有
無
錯
誤

，因
爲
不
是
個
個
音
樂
專
家
都
是
精
通
數
理

的

，方
才
可

以

動
手
製
造

，造
成
之
後

，驗
過
與
原
定
計
劃

相
符

，還
要
請
專
家
多
次
試
驗

，
至
可

用
爲
度

，才
算
達
到

初
步
目

的

。」

蕭
友
海
著
「
對
於
大
同
樂
會
擬
仿
造
舊
樂
器
的
吾
見
」
載

樂
藝
一
卷
四
期

。

「

吾
國
現
代
的
文
化
受
了

西
歐
文
化
的
影
響

，國
民
的
生
活
也

隨
着
發
生
變
化

，所
以

不
能
拿
明

淸
時
代
的
音
樂
來
做
現
代

的
國
樂

，我
們
得
從
新
創
造
能
表
現
我
們
的
感
情
和
思
想
的

國
樂
才
好

。…
…
…

我
們
對
現
存
的
國
樂
器
若
不
加
以

改
良

，

使
他
能
奏
複
音
樂
曲

，恐
怕
將
來
要
被
淘
汰
下
去

。」
柯
政

和
著
新
國
樂
的
建
議
載
音
樂
敎
育
二
卷
八

期

。

「

在
這
二

十
世
紀
時
代

，
除
了

極
少

數
落
後
的
民
族
以

外

，大

都
是
有
和
聲
的

，
我
們
旣
不

甘
落
後
的
民
族

，
那
麽
我
們
就

不
應
該
拿
這
樣
沒
有
和

聲
的
東

西
作
爲
國
粹
的
至
寶

。

「
要
復
興
中
國
民

族
音
樂

，我
以

爲
决
非
復
古
可
以

辦
到

。

「

各
民
族
的
特
性
音
樂

，並
不
是
在
他
們
所
特
有
的
不
進
化
的

樂
器

，而

是
在
那
些
可
以

代
表
一

民
族
的
特
性
的
樂
曲
！
」

羅
亭
著

「
聽
了
祀
孔
典
禮
中
大

同
樂
會

□
古
樂
演
奏
以

後
」
載
音
樂

離
誌
第
四
期

。

「

我
們
研
究
中
國
音
樂
所
應
該
有
的
態
度

，一

，對
於
中
國
各

地
方
所
有
的
樂
曲

，不
管
他
好
壞
正

邪

，都
應
該
很
尊
敬
的

去
保
留
他

。二

，
介
紹
西
洋
音
樂
是
一

件
要
緊
的
事

，
但
是

不
及
發
展
吾
們
自
己

的

，使
他
成
功
爲
一

個
國
民
樂
派
的
重

要

。三

，
搜
羅
各
地
方
所
有
的
中
國
樂
器

，與
所
有
抄
刻
本

的
中
國
音
樂
書
籍

，立
一

個
圖
書
館
來
保
存

。」

傳
彥
長
著
「

藝
術
三
家
言
」
第
七

十
四
頁

。

我
們
巳

經
摘
錄
了

一

部
份
國
内

樂
壇
上
較
有
聲
望
的
專
家
所
發

表
對
於
國
樂
問
題
的
偉
論

，現
在
把
他
槪
括
地
可
以

分
析
出
下
列
的

統
一

意
見

：

一

，肯
定
地
闡
明

近
頃

國
樂
較
西
樂
落
後
甚
遠

。

二

，整
理
國
樂
雖
有
改
進
和
改
造
之
緩
急
的
分
別

，可

是
對
于

現
存
的
國
樂
不
論
在
形
式
内

容
上

都
有
加
以

改
進
和
改
造

的
必
要

。

三

，改
革
的
步
驟
都
是
主
張
採
用
西
洋
的
科
學
技
術
來
作
國
樂

的
新
形

式

，而

内

容
是
基
于
吾
國
的
民
謠
曲
上

。

四

，樂
器
是
否
改
造
或
整
個
廢
棄
是
較
不
能
統
一

而
具
體
的
决

定
的

。

這
些
分
析
了

的
理
論

，閱
者
以

爲
都
是
偏
于
西
樂
專
家
的
意
見

，或

不
免
有
較
主
觀
的
論
調

，
那
末

，
我
們
重
覆
一

查
國
樂
專
家
的
論

點

：
「

嘗
察
中
西
音
樂

，以

技
術
相
衡

，樂
器
相
較

，譜
子
相
比

，

誠
不
可

以

道
里
計

，退
化
之
譏

，誠
所
難
免

。

「
介
紹
並
研
究
西
樂

，以

輔
助
國
樂
所
不
及

，所
謂
研
究
及

介



紹
西
樂
者

，非
謂
盡
棄
國
樂

，改
絃
而

張
之

，不
過
欲
使
國
人

知
西

洋
音
樂
理
論
之
盛

，技
藝
之
精

，
從
而
研
究
有
得

，
則
眼

光
旣
明

，理

路
亦
正

，或
藉
以

爲
印
証

，或
取
以
爲
師
資

，國

樂
由
茲
逐
漸
改
進

，復
興
前
途
可
抱
樂
觀
」

。
鄭
訓
寅
著

「
國
樂

復
興
與
西
樂
之
介
紹
」
載
新
樂
潮
二
卷

二
期

。

「

然
提
倡
國
樂

，須
從
整
理

着
手

，整
理

之
先

，須
從
改
良

曲

譜
着
手
…
…
…

故
劃
一

印
行
舊
譜
爲
整
理
國
樂
之
急

，編
製
新
譜

，爲
改
良
曲
譜
之
先
…

…
記
譜
之
法

，因

吾
國
向
來
之
記
法

，

節
拍
不
甚
明

了

，或
照
簡
譜
記
法

，
或
用
中
西
並
列

，
逐
漸
亦

可
專
用
五
線
」

。朱
英
著
「
整
理
國
樂
須
從
改
良

曲
譜
着
手
」

載
樂
藝
一
卷

三

期

。「
國
樂
至
今
衰
敗
到
極
點

，
若
不
從
速
整
理

，
恐
有
湮
滅
之
僨

，復
興
之
點
計
五

：
一

，確
定
標
準
音

，二

，
整
理
歌

曲
樂

器
等
譜

，三

，
改
良
製
造
樂
器

，四

，編
製
理
論
等
書

，
五

，保
存
國
樂
書
籍
與
古
樂

器
」

。朱
英
著

「
對
於
整
理
國
樂

之
零
碎

商
榷
」
載
樂
藝
一
卷
三
期

。

因

爲
國
樂
家
平
日

較
少
發
表
意
見

，
所
以

一

時
無
法
冉
找
到
些

他
們
的
論
斷

，
但
是

，
這
裏
幾
乎
也
可
以

給
我
們
有
系
統
的
認
識
他

們
的

如
何
需
要
改
革
國
樂
？

這
裏

，除
掉
專
家
的
意
見
外

，
我
們
還
可
以

看
到
一

位
科
學
家

的
意
見

：
「

中
國
現
有
樂
器
應
加
改
艮

：
一

，一

切
樂
器
的
音
律
應

一

律
採
用
西
洋
音
樂
所
公
用
的
音
律

。樂
器
應
加
改

造
或

改
艮

，庶
可
合
奏

。二

，音
階
的
組
織
應
採
用
平
均
十
二

律

，
各
樂

器
必

須
增
加
半
音
以

應
轉
調

。三

，樂
器
的
音
域
應
盡
量
的
增

加
」

。

這
是
中
央
研
究
院
物
埋
研
究
所
的
主
任
丁
燮
林
先
生
所
發
表
的

論
文

，原
題
改
艮

中
國
樂
器
的
問
題
刊
二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申

報

，
並
且
根
據
他
的
報
導

，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這
物
理
研
究
所
的
附
表

儀
器
工

場
已

經
開
始
在
着
手
這
改
良
的
工

作
了

！

如
果
明
□

了

上
列
各
個
論
點
的
中
心

，
而
把
他
□

繫
起

來

，
幾

乎
可
以

找
出
一

個
共
同
點

：便
是
公
認
中
國
音
樂
的
落
後

，因
落
後

面
必

須
加
以

改
革

，
這
一

點
不
論
西
樂
研
究
者

，國
樂
研
究
者

，其

他
一

切
文
藝
家

，科
學
家
幾
乎
一

致
公
認

，但
是
接
續
的
問
題
便
是

如
何
改
革

，
這
進
一

步
的
問
題
的
核
心

我
們
亦
可

以

歸
納
成
二

點

：

一

，内

容

。
二

，
方

式

。

在
改
革
國
樂
的
內

容
上

，
我
們
也
可
以

隱
隱
約
約
地
觀
察
到
努

力
改
革
的
專
家
是
如
何
地
重
視
我
國
固
有
的
民
謠
上
去

，因
此

，也

有
一

種
共
同
的
傾
向
是
說

，
新
中
國
的
音
樂

，在
音
調
上

，不
論
聲

樂
器
樂

，必

須
盡
量
利
用
我
們
的
靈
魂
—

—
基
於
民
謠
曲
的
—
—
以

創
造
類
似
西
洋

近
代
所
謂
國
民
樂
派
的
系
統

！
所
以

在
改
革
國
樂
的

内

容
上
也
成
歸
緒
在
同
一

點
的
立
場
上
而
公
認
這
意

見

，可
是
立
卽

發
生
多
方
面
爭
執
的
還
是
在
形
式
上

，也
就
是
技
術
上
的

，它
包
括

樂
器

，樂
譜

，演
奏
方
法

，
作
曲
法
和
和
聲
等
絕
對
有
□

技
術
的
專

門
問
題

。那
末
我
們
再
重
覆
地
檢
討
專
家
對
於
這
問
題
的
意
見
而
可

以

爲
納
成
三

種
形
態
：

一

，承
認
國
樂

器
已
經
到
不
必

改
造
的
途
徑

，便
是
如
果
在
改

造
後
也
不
會
更
超
過
西
洋
樂
器
的
理
論
下

，同
時
連
帶
採

取
西
洋
製
譜
的

技
術

，
及
一

切
音
階
和
聲
和
演
奏

，
只

不

過
是
作
曲
的
内

容
上
盡
量
發
揮
我
們
的
民
謠
曲
□

了
！

二

，承
認
國
樂

之
所
以

爲
國
樂

，
便
是
有
他
的
特
點
和
民
族
性

的
反
映

，
但
爲
切
適
近
代
和
聲
和
轉
調
等
的
運
用
起
見

，

須
將
樂

器
加
以

改
艮

，
必

要

時
□

可
以

改
造

。其
他
一

切

作
曲
和
聲
則
吸
收
西
洋
的
成
規

。

三

，參
雜
應
用
國
樂
器
和
音

樂

器
的
演
奏

。

這
三

種
理

論
所

反
映
的
事
實

，
我

們
也

可
以

舉

出
少

數
的
例
子

來

，最
近

賀
綠
汀
氏

的
鋼
琴
曲
『
牧
童
之
笛
』
便
是
第
一

種
理
論
的

結
果

，第
二

種
則
有
吳

伯

超
氏

的
合
樂
四

曲

，
以

中
國
樂
器
作
西
洋

管
絃

樂
合
奏
的
方
式
而
作
的

，而
第
三

種
便
是
最
近
極
度
流
行
的
事

曲
和
一

部
份
上
海
舞
場
歌
團
所

用
的

樂
曲
演
奏

。

寫
到
這
裏

，
筆
者
記
起
胡
彥
久
氏

一

篇
極
長
論
文
題
「

吾
國
音

樂
之
缺
點
及
其
□

救
」
載
上
海
大
公
報
卄
五
年

七
月
卜
二

日

，他
歸



納
了

國
樂
的
五

個
大
缺
點

，便
是
樂

器
的

，音
階
的

，
樂
曲
的

，記

譜
的

，和
演
奏
的
五
項

，詳
列
事
實

，最
後
他
計
劃
了

五
項
改
良

的

方
案

，一

，整
理

我
國
歷
代
音
樂

，二

，
搜
集
各
地
的
民
歌
俗
曲

，

三

，用
科
學
方
法
改
良
樂
器

，四

，規
定
正

確
音
階
改
艮

記
譜
方
法

，五

，採
用
西
洋
音
樂
的
特
長
以

爲
補
救

。這
種
中
和
的
綜
合
論
調

很
可
以

代
表
現
在
一

般
的
意
見

，其
實

。用
科
學
方
法
來
改
良
樂
器

的
結
果

，立
刻
可
以
□

現
多
此

一

舉
的
事
實

，改
良
到
極
度
恐
怕
仍

舊
不
會
追
及
近
代
西
洋
樂
器
的
吧

！
至
于
改
良

記
譜
方
法

，那
簡
要

地
說
明

這
五

線
譜
的
科
學
化
合
理

化
幾
乎
是
鐵
一

般
的
事
實
呢
！
但

□
□
們
不
得
不
注
意
在
結
論
一

叚
所
說
的

：「

研
究
西
洋
音
樂
者

，

□
□

於

西
樂
藝
術
的
偉
大

，再
來
看
中
國
的
音
樂

，本
身
旣
如
此
不

進
化

，而
流
行
的
國
樂
又
是
如
此
的
淫
靡
不
振

，無
怪
要
鄙
棄
不
顧

，但
中
國
大
多
數
的
人
仍
然
需
要
中
國
音
樂

，西
洋
音
樂
誠
然
有
其

價
值

，然
中
國

的
全
民
衆
並
不
能
了

解
與
欣
賞
的
！
」
這
倒
是
忠
實

的
事
實

，因
此

，這
篇
文
字
所
討
論
到
的
中
心

便

開
始
擺
在
我
們
的

眼
前

，便
是
同
屬
國
樂
的
領
域
下

，農
村
間
流
行
的
和
士
大
夫
所
玩

□

的
已
判
然
不
同

，而

西
樂
的
領
域
下

，一

般
靑
年
學
子
的
大
吹
口

□
□
那
些
高
貴
的
教
會
女
學
的
小
姐
們
所
演
奏
的
鋼
琴
曲
又
復
不
同

，
所
以

這
國
樂
問
題

的
創
造

，着
眼

必
須
不
再
重
蹈
這
種
局
部
欣
賞

的
内

容

，而
必

須
以

廣
大
的
羣
衆
爲
對
象

，在
理
論
上
我
們
絕
對
可

以
同
情
于
戲
劇
家
陽
翰
笙
先
生
所
說
的

：
「

我
們
不
是
文
化
上
的
國

粹
派

，
因
此
我
們
積
極
主
張
音
樂
之

國
際
經
驗
的
接
收

。我
們
也
不

是
文
□
□
的
歐
美
派

，賤
視
中
國
音
樂
的
大
衆
性

，忽
視
形

式
上
的

民

族
傳
統

，
我
們
認
爲
只

要
適
合
於
內

容

，也
得

努
力
吸
收
中
國
音

樂
的
特
長

，這
不
是
調
和

，這
是
立
根
于
大
衆
立
場
上
的
觀
點

，沒

有
問
題

，中
國
音
樂
是
較
落
後
的

，但
我
們
不
能
因
此
就
得
絕
對
廢

棄
他
的
結
論

，在
音
樂
上
我
們
也
只

有
綜
合

，只

有
實
踐
過
程
中
去

綜
合
音
樂
上
的
一

切
經
驗

，才
能
向

着
完
美
的
道
上
發
展
」

。話
雖

如
此
說

，我
們
要
如
何
的
綜
合
？
我
們
始
終
要
找
尋
正

確
的
具
體
的

事
實
來
指
明
所
謂
「
中
國
本
位
音
樂
」
在
形

式
上
倒
底
是
怎
麼
一

回

事
？

唐
學
詠
氏

說

：「

吾
人
以

爲
我
國
雅
樂
雖
巳

散
失

，但
民
族
自

由
心

聲

，即

所
謂
俚
俗
歌
謠
者

，却
流
傳
民
間

，隨
代
而
存

，
此
種

隱
伏
寶
藏

，其
形
式

，
其
情
調

，旣
豐
富

，
亦
優
美

，誠
無
上
之
國

寶

，
民
族
之
奇
花
也
，
是
則
吾
人
果
欲
興
滅
繼
絕

，復
興
吾
音
樂
之

國
際
地
位
者

，惟
有
本
最
新
之

樂
法

，以

開
發
此
無
盡
藏
之
音
樂
大

陸

，
此
或
可
爲
今
後
努
力
途
徑
者
一

」

，
這
一

叚
所
闡
明
的
基
于
吾

國
民
謠
曲
的
内

容
幾
乎
是
大
家
的
公
認

爲
唯
一

的
途
徑

，但
他
還
指

明

：
「

且
也
今
日

國
內

各
地
所
有
之

樂
器

，
其
品

類
究
有
若
干

，其

音
域
究
達
何
等
程
度
？
其
結
構
究
竟
曾

否
改
良

，
抑
或
另
有
發
明

，

皆
待
盡
量
搜
羅

，切
實
考
察

，若
能
因

應
該
項
樂
器

，編
爲
國
風
樂

曲

，傳
播
上
固
易
普
及

，
趣
味
上
亦
少
隔
膜

，由

是
再
進
於
世
界
近

代
音
樂

，
亦
必

較
易
收
効

，
或
此
可
爲
今
後
努
力
途
徑
者
又
一

。」

（
原
題

『
將
如

何

作
樂
」

，□
二
十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南

新

報
）

到
這
裏
我
們

才
可
以

明

瞭
這
過
渡
的
事
實
所
必

具
的
形
態

，同
時
也
是
實
際
問
題

的
這
國
樂
器
的
在
過
渡
時
代
所
負
的
任
務

。

綜
上
所
說
的

，所
有
局

部
問
題

都
已

經
相
當
地
解
决

，並
且
已

經
在
理
論
上
指
示
了

我
們
如
何
創
造
新
國
樂
的
理

論
根
據

，那
末

，

我
們
回
頭
來
看
篇
首
這
上
海
霄
霏
國
樂
會
所
决
定
的
任
務
和
他
的
理

論

，是
多

麽
的
固
執
了
！
這
新
國
樂
的
問
題
在
前
邊
旣
經
指
明
了

西

洋
發
達
的
一

切
内

容
形
式
又
其
是
技
巧
方
面
可
以
給
我
們
無
量
數
的

助
力

，但
是
他
還
堅
持
摒
棄
洋
化

，在
只

想
從
古
董
堆
裏
尋
寶
般
的

創
造

，那
正

是
絕
路
之
顯
著
結
論

，
我
們
不
能
否
認
他
們
最
近
一

部

份
的
工

作
—
—

到
蘇
州
去
採
訪
記
錄
僧
道
音
樂
—
—

這
不
過
是
整
理

歷
代
音
樂
的
細
部
工

作
之
一

，
况
且
這
種
整
理
便

絕
對
須
運
用
現
代

科
學
方
法
的
西
洋
技
術

，
譬
如
記
譜
技
術
等
的
精
美
嚴
格
而
合
理

，

我
們
無
疑
地
必

需
採
用

，
如
照

他
們
所
說

，
那
還
不
過
是
非
科
學
地

謀
整
理
國
樂
的
舉
動

，
因
此

，我
們
也
可
預
期
這
所
謂
中
國
本
位
音

樂
的
產
生

，是
决
計
不
可
能
的
一

回
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