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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创意的年谱
———读《萧友梅编年记事稿》

躲 斋

收稿日期: 2012 － 04 － 18
作者简介: 躲斋( 1934 ～ ) ，男，复旦万科进修学校校长，已退休( 上海 201615) 。

内容提要: 作者从体例、“生平纪年”的独特安排以及注释、按语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萧友梅编年记事稿》一

书的特色，并认为它是一部富有创意的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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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编年记事稿》①出版已经多年，

置于案头也已两年了。当时读罢，即深为感
佩，觉得是部富有创意的年谱。但至今未见
学界提及此编，颇以为憾，因此来絮叨几句。

这部书不以“萧友梅年谱”命名，而以“编
年记事稿”名之，正是其有别于传统年谱之处。
首先在体例上，它就不同于过去，分成三个部
分:“家世纪略”“生平纪年”和“身后纪事”。
传统的年谱，大抵只记谱主的一生，即从诞生
时起，止于谢世; 或也有涉及谱主先世的，可从
未有过“身后纪事”。但此编却以相当繁复的
篇幅详述了萧友梅殁后 67 年间与谱主有关的
史事。萧 友 梅 卒 于 1940 年，“身 后 纪 事”自
1941 年起，直记到 2007 年，按年记述了萧先生
生前播下的音乐教育“种子”，发芽、成长、壮大
的基本轮廓和他含辛茹苦创办、建设起来的国
立音专在他逝世后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后人对
先生进行的缅怀、纪念与研究等学术活动，从
而充分显示了萧友梅对后世音乐文化建设事
业的积极而又久远的影响。这就年谱来说，无
疑是个重要的创造。尽管编者谦逊地声称，这
是汲取了“梁启超关于撰写年谱时不能不记
‘谱后’的独到见地而安排”( 《体例说明》) 。
但就当今的谱学著作而论，能够按梁启超之论
见而付诸实践的，就我所读，记述之详，年代之

长，这是唯一的一部。
这部书的第二个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其

“生平纪年”并不局限在谱主自身的活动，而是
扩展到多个方面。除了主体“记事要略”，并附
以“补叙解说”“深情回忆”“学者评说”“编者
按语”和“时政提要”“相关链接”等互有联系
的 6 个板块，并以不同的字体加以区别，配上
456 幅图片，从而构建了一个视野开阔、具体真
切的历史语境。因此，读完全书，不仅萧友梅
的业绩使人了然于心，而且形象鲜活生动; 同
时，中国近代音乐是如何萌生、发展的历史，以
及与谱主同时代的音乐家如沈心工、郑觐文、
曾志忞、王露、李叔同、赵元任、刘天华、黄自、
黎锦晖、赵梅伯和后学谭抒真、贺绿汀、喻宜
萱、李焕之、吕骥、丁善德等对近代音乐的贡
献，也历历在目。至于国立音乐院院长蔡元
培、长期与萧友梅合作的歌词作家易韦斋的活
动，记载得就更多、更具体、更详尽。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 6 个板块中，作者
广搜博采，记载了许多几乎已经湮没或鲜为
人知的史料。例如 1920 年李四光曾在自欧
回国途中写过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送交
萧友梅先生，请予指正。作者在“按语”中指
出:“这 是 中 国 人 创 作 的 第 一 首 小 提 琴 乐
曲”，“该曲手稿始终保留在萧友梅处。”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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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于 1913 年应教育部征集国歌歌词而

写了一首《华夏歌》，萧为之谱曲，这事，知者

较多; 但萧先生曾为此而于 1920 年发表《华

夏歌名之由来》，并对教育部将《卿云歌》用

作国歌提出异见而赞同《华夏歌》，知者就寥

寥; 至于 10 多年后萧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这

首歌 词，那 就 更 不 为 人 知 了。然 而 此 谱 在
1913 年、1920 年、1936 年分别一一作了“记

事”并加按语。再如鲁迅曾在 1920 年与萧友

梅一起参与“国歌研究会”的研讨，这在今天

的“鲁学”研究中，似乎还没有见人提及，而

此谱引用了《鲁迅日记》，记于 1920 年 6 月 7
日条下，确切而分明。更有不为人知的，如叶

伯和的加入同盟会，竟是受了萧的影响。此

谱在“1907 年秋”条下写道: “叶伯和( 1889 ～
1945) 赴日本留学，受萧影响加入同盟会。”又

加“注”云:“叶先入日本法政大学，不久考入

东京 音 乐 学 校，结 识 了 萧 友 梅，1912 年 回

国。”并注以 出 处: 《中 国 近 现 代 音 乐 家 传》
( 1) 第 161 页。简明而谨严。

而最为我赞赏和敬佩的，是作者对注释、
按语的审慎、客观、精当。且随手举两个例:

其一，赵元任是大家熟悉的著名学者，同时也

是作曲家，他为刘半农的诗《教我如何不想

她》所谱的曲，脍炙人口。但他在 1915 年发

表的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就不很为人注意。
作者在“注释”中特地下了一语: “是为目前

所见中国现代第一首钢琴作品。”这是何等精

彩的一笔，真不愧为史家之笔，可又十分谨

慎; 其二，关于冼星海和聂耳。谱中记述了萧

友梅于 1923 年介绍冼星海进入北大音乐传

习所半工半读，1927 年又批准冼星海免试进

入国立音乐院，并在“按语”中作了简明的考

证。同时也记述了冼星海于 1929 年积极参

与音乐院的非政治性学潮，在按语中作了客

观分析。在 1931 年 9 月 11 日、24 日条下，则

记述了关于聂耳“细细地审查一下”后，认为

萧友梅负责的音专“绝不会有”给他们歌舞

班的人“学习的诚意”。对于这些情况，作者

在“注释”和“按语”中采取了明朗而谨慎的

态度:“冼星海、聂耳两位音乐家……与本书

稿的主人公萧友梅存在着一些众说纷纭的恩

怨是非，对此，在‘纪年’的相关年份里，均以

事实为依据，明确表达了编者的观点。”( 1923
年注释 6) “聂耳日记所说‘细细地审查一下’
的内 容，是 否 符 合 实 际，音 专 是 否‘绝 不 会

有’给聂耳们‘学习的诚意’，读者可独立思

考，作出判断。”( 1931 年 9 月 24 日按语) 这

样的“注”和“按”，诚然是学者的态度，既不

讳避观点，同时尊重史实，更不以编者之见强

加给读者，客观而诚恳。
显然，这 6 大板块的设置的最重要的意

义在于作者没有将谱主作为一个孤立的人来

对待，而是将他置于当年的社会政治与人文

历史的背景之下，置于现代中国音乐文化事

业发展的特有的状态之中，置于当年以人为

轴心的社会关系之内。从而使中国近代音乐

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的萧友梅成为一个

立体的人、时代的人，而不是不可理解的“超

人”。同时，它的意义还在于萧友梅的业绩与

贡献，本来就是与同时代的许多志同道合的

音乐家联手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这

一体例正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还原了历史。
而最值得称赞的，是它在史料上的艰苦努

力和巨大贡献。从 1990 年起，作者就开始搜

集史料，经近 20 年的积累，真正达到了“系统、
全面、翔实”的高水平; 尤其是汪朴在新资料的

发掘上，成果卓著，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如谱主留日回国考试的次数与时间，留德期间

学习情况和推迟回国的原因，1927 年离京南下

的日期，抗战初期办学的新思路等等。因此，

音乐史家居其宏盛赞它为“一份极具史料价值

和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献”，并断言:“这些珍贵

史料的被发现，必将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思

潮史研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②

总之，这是一部严谨务实、继承传统，而

又不拘一格、富有创意的学术巨著，然而又是

可亲近的并非枯燥的读物，因为它的“图文并

茂”的编排，增添了阅读的趣味，这也是当今

年谱著作中极为少见的。

注释:

① 黄旭东、汪朴编著:《萧友梅编年记事稿》，中央
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② 居其宏:《一份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
贵文献———写在〈萧友梅编年记事稿〉出版之
际》，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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