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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萧友梅是近现代著名音乐家�“新音乐”刚刚起步时�他走在了时代最前列。本文通过对萧
友梅钢琴作品（包括歌曲伴奏）的分析�探讨了其钢琴语言的艺术特色�评价他在近现代音乐创作中的
地位与影响。萧氏钢琴作品无论是对欧洲古典音乐的模仿�还是对民族风味的追求�都与作曲家不同
时期的音乐观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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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1884～1940）是近现代著名音乐家�为近
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中
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其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开创之
功可说已盖棺定论。他在开展音乐教育的同时�也创
作了大量音乐作品�是一位成绩卓著的作曲家。他的
作品�从规模或数量等方面�虽无法与欧洲古典乐派
以来的诸位大师相比�但在当时 “新音乐” 刚刚起步
的中国�萧氏的创作显然已走在时代最前列。有学者
甚至认为�他 “比起黄自先生－－－一般人称他为近代
中国作曲界之导师�实在有过而无不及。因为黄自先
生一生只留下五十多首歌曲及一部未完成的清唱剧

《长恨歌》”。（许常惠1982：1）从数量方面看�萧友梅
的音乐作品大部分收集在《今乐初集》（1922年出版�
共21首）、《新歌初集》（1923年出版�共25首）、《新
学制唱歌教科书》第一册（1924年出版�共10首）、第
二册 （1924年出版�共10首）、第三册 （1925年出版�
共10首）之中�共计76首歌曲（其中独唱56首、二部

合唱12首、三部合唱5首、四部合唱3首）�此外还有
十多首散佚的歌曲及管弦乐曲、弦乐四重奏、铜管乐
曲、大提琴曲和三首钢琴曲�作品总量远在黄自创作
之上。（参《萧友梅全集》编辑委员会编2007）目前�学
界对萧友梅音乐创作方面的贡献关注较少�对其创
作的历史地位缺乏应有评价。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较
能集中代表作曲家创作水平的钢琴音乐角度入手�
探讨萧友梅钢琴伴奏及独奏曲写作的技术与风格特

征�并与其论著中体现出的音乐观相比较�揭示其对
中国早期钢琴音乐的贡献。

艺术歌曲是萧友梅创作的主要领域。他的歌曲
创作开中国艺术歌曲之先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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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萧友梅歌曲伴奏的织体设计有着浓
郁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气息。织体的简单化构思与
单一、平滞的音型写作�使钢琴部分尚不能承担独立
的艺术表现�很多歌曲的钢琴伴奏仅处于陪衬地位�
未能充分发挥钢琴在艺术歌曲中的应有职能。这种
情况固然与萧友梅的性格与审美习惯有关�但也是
其音乐写作尚未达于至臻水平的体现。这一点只要
将萧氏作品与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等人的艺术

歌曲相比较则高下立判�毋庸讳言。
从钢琴伴奏和声及多声部处理看�其写作多以

大小调古典功能和声为主�只在某些旋律曲调方面
保留了五声音阶因素。比如 《燕蝶》一曲的和声设
计�从头至尾仅用主、属两个功能的和弦�旋律部分
表现出鲜明的大调色彩 （如多次出现的和弦分解及
音阶级进式旋律等）；《秋之夜》一曲则建立在 b和
声小调之上�旋律及和声中都出现和声小调的特征

术歌曲第一人�甚至被称为“中国的舒伯特”。他的歌
曲作品继承了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风格�具有一定
的抒情性、思辨性和哲理性内涵。他为绝大部分歌曲
都写作了钢琴伴奏�力图将钢琴融入歌曲音乐形象
塑造之中。纵观萧氏歌曲的钢琴伴奏�其特点可从织
体写作与和声设计等方面归纳。

从钢琴写作织体方面看�在几乎所有的歌曲伴
奏中�右手都承担了重复歌曲主旋律的任务�左手
部分往往被配以简单的连续四分音符或八分音符

音型�例如在《新雪》《女子体育》《十二时》《迎冬舞》
及三部合唱 《饯春》（本文所举歌曲均易韦斋作词�
下同） 等歌曲中�从头至尾采用了连贯的八分音符
伴奏织体�使这些短小作品的形象更为集中；《栽
花》《菊》等作品的左手钢琴部分�则运用了连续四
分音符的伴奏织体。在一些个别歌曲中�萧友梅还
通篇采用了左右手节奏与主旋律节奏几乎完全相同

的模式�如二部合唱《美德》《秋之夜》等。这种织体写
法在儿歌类作品如《美德》中�可收到简洁明快的效
果；用于 《秋之夜》等意境幽深的作品�则可增添空
廓、静谧、寂寥之感。
当然�他的歌曲伴奏音型也并非都如此呆板。大

部分伴奏的左手部分都采用了多种音型相结合的写

法�如《归鸦》中流动的十六分音符和四分音符音型；
《南飞之雁语》中的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音型等。值得
一提的是�在少数作品中�萧友梅还打破了将歌曲主
旋律分配给右手的一贯做法�使钢琴从演奏主旋律的
束缚中解脱出来�承担某种音乐情绪的刻画�赋予钢
琴伴奏以一定的独立地位。例如在歌曲《听》中�萧友
梅便以高音区连续流动的十六分音符为背景烘托“幽
静”意境�左手在中音区演奏悠长的对位旋律�与独唱
旋律一起形成三个独立表现的声部�增强了乐曲的艺
术品位。这在萧友梅的歌曲伴奏写作中实为难得。

谱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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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3．偏重技术�不做理论上的研究；4．音乐教授
方法落后；5．音乐教育机构缺乏。（1990e：3－141）以
此为基础�便不难理解萧友梅钢琴音乐中体现出的
强烈欧化特征。

当然�在萧友梅的观念中�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绝
非模仿西欧一条出路�我们仍有必要立足于民族传
统音乐风格�发展独树一帜的钢琴音乐�走作为浪漫
主义音乐分支的民族乐派道路。如果说以上为歌曲
配写的钢琴伴奏�还不足以说明萧友梅钢琴语言艺
术特色的话�他为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曲》写作的
钢琴缩编谱�则能更为清晰地说明他（尤其是后期创
作中）对发展民族风味钢琴音乐的美学追求。

《新霓裳羽衣舞》本是萧友梅在1923年为北京大
学管弦乐队创作的管弦乐曲�作品编号为 op．39。作
者于1923年1月指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
首演�后又于1930年7月以钢琴谱形式编入“国立音
乐专科学校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与以往诸多声
乐作品不同�这首乐曲的最高声部完全用五声音阶
写成�半音进行都隐藏在内声部之中�“表示追想唐
代之音乐也” （萧友梅1990d：232）。钢琴织体方面极
少使用完整密集的和弦排列�密集的原位和弦均用
琶音奏法处理。乐曲开始处的调性在降 G大调和降
E大调之间游移�并加入降 G大调的六度音�在降 e
小调和弦中加入自然七度音�形成具有五声性纵向
叠置结构的和弦。下属功能方面多用 II级和弦代替
IV级和弦�回避常见的完全终止。虽然全曲和声语言
依然以西洋为蓝本�但由于萧友梅对古典和声功能
性的回避和削弱�民族风味浓郁的五声音阶风格跃
然纸上。可以说�这是萧友梅钢琴写作在民族风格探
索方面最有影响的作品。（篇幅所限�该曲谱例不再
征引�参见《萧友梅全集》第二卷�第281－290页。）

事实上�萧友梅的钢琴音乐创作并非单纯“欧化
派” 所能概括�某些乐曲中的浓烈大调小体系风格�
只是他某一阶段创作追求的体现�不能仅以此为萧
氏创作定性。其所作所为�是在借鉴国外系统音乐理
论作为发展自己音乐文化的参考。他在《音乐家的新
生活》中说：“我之提倡西乐�并不是要我们同胞做巴
哈、莫查特 （笔者按�今译莫扎特）、贝吐芬 （笔者按�
今译贝多芬）的干儿�我们只要做他们的学生。和声
学并不是音乐�它只是和音的法子�我们要用进步的

和声学来创造我们的新音乐。音乐的骨干是一民族
的民族性�如果我们不是艺术的猴子�我们一定可以
在我们的乐曲里面保存我们的民族性�虽然它的形
式是欧化的。”（1990a：381）在《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
一文中�萧友梅认为：“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
乐时�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
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方可以成为一
个‘国民乐派’。但是吾国音乐空气远不如百年前的
俄国�故是否在这个世纪内可以把这个乐派建造完
成�全看吾国新进作曲家的意向与努力如何�方能决
定。”（1990b：466－467）这些百年前的见解及其钢琴
音乐写作中的成败得失�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反思�
为新世纪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开辟广阔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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