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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普通乐学》对当代乐理教学的价值 
 

罗  兴 

(湖南科技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普通乐学》是一本包含乐理基础、音乐理论概说、音乐史等诸多内容的音乐理论教材。教材编写上萧友梅注

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同时宣扬民族理论，用西学解释传统乐律学，力求探索了一条民族乐理教学之路。文章尝试剖析《普

通乐学》一书，希望寻得国立音专首任校长萧友梅先生在乐理领域的教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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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海外的新型知识分子，萧友梅对西

方近现代音乐的兴盛发达及教育机构、教育制度系统的完善

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他认为 20世纪以前，中国音乐不发

达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乐师社会地位低下以及乐师本身素质

较差，缺乏普通常识及理论素养。故萧友梅提出要想振兴我

国音乐必须培养大量能掌握近现代音乐技术、理论的新型人

才。1920年 3月历经八年欧洲游学生涯的萧友梅学成归国，

同年 6 月萧友梅在北京大学研究会《音乐杂志》上发表了

“什么是音乐？什么是乐学？”“乐学研究法”“中西音乐

的比较研究”等文章，倡导同仁们科学对待音乐这门学科。

同年，在筹备创建高等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专）期间，又

以期刊连载的方式在该杂志上发表《普通乐学》一书。 

《普通乐学》是在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相继成立后，应政

府要求、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出版，随即投入使用的高等教

育专用教材——是高等教育乐理教材的开山之作。 

 

1  《普通乐学》与乐理 

乐理，根据《哈弗音乐词典》定义：“可泛指音乐的基

础理论，其原文 Theory of Music。”乐理在中国古代也有称

为“乐律”“乐经”“乐论”。就这一概念的本意而言，它

应该涵盖音乐哲学、物理学、心理学、形态学、记谱法等研

                                                        
收稿日期：2018－05－17  

作者简介：罗兴（1989－），女，湖南长沙人，湖南科

技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作曲技术理论。 

①萧友梅《音乐概说》，《萧友梅文论集》 

②同上 

③关于乐典的来源：1907年的萧友梅尚在日本东京大学学习音乐，

1904 忞年曾志 所翻译的《乐典教科书》亦是根据东京铃木米次郎译本

而作。两者口中的“乐典”或许出自日本教学用词。 

究成果在内，反映音乐构成基本法则及其相应符号系统的全

部知识，是完全有资格称为“乐学”①。 

与萧友梅同时代的“乐理”亦有另一个名词经常替换

——“乐典”。这“总记乐谱之构成与旋律之法则者曰乐典

（Musical Grammar）”，而乐学的各科“莫不以乐典为本②”。

乐典一词并非萧友梅独创，早在 1904年曾志忞翻译出版的

《乐典教科书》自序中便出现：“音乐之入门曰乐理，或曰

乐典，非此不足以言音乐”。1907 年萧友梅《音乐概说》

的第一编对于Musical Grammar同样翻译为“乐典”③。 

十余年后，萧友梅在发表《普通乐学》前，在《音乐研

究》上先发表了《乐学研究法》写到“乐学是研究音乐的科

学”“依着研究科学的方法排列起来，当然第一是声学，第

二是声音生理学，第三是音乐美学，第四乐理，第五是音乐

史”。此处的“乐理”萧先生将其内容定为“普通乐理，和

声学，对位法，自由作曲（包含曲体学）”。于国内首次将

乐理理论上升到科学高度来认识。 

同时，随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1920）、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上海国立音乐院（1927）等

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相继成立。由于专业的教科书在当时的中

国几乎为零，1928 年 5 月在商务印书馆大力支持下，萧友

梅撰写的音乐理论书《普通乐学》出版了。——这是真正意

义上第一代面向“普通高级中学及师范科艺术组、音乐系一

年级学生”高等音乐教育专业的乐理教材。 

 

2  《普通乐学》与作曲技术理论 

对于《普通乐学》一书内容上的设定，萧友梅在序言中

写到：“以前中等学校所用乐理课本，多以说明乐谱的组织

为主，间或有论及音程，音阶者亦甚简略”。因定位教材使

用对象为“普通高级中学及师范科艺术组、音乐系一年级学

DOI:10.16336/j.cnki.cn43-1459/z.2018.10.056



 144

生”。故《普通乐学》内容上：“不单说明乐谱、音程、音

阶，关于音乐理论上（除音律一项必须另行编述外）与技术

上之常识及音乐史的概要亦一一备載”。 

仅为一本基础乐理教科书，如此设定内容“超纲”吗？

翻阅全书，笔者发现，如此设置并未有“超纲”嫌疑，且是

十分必要的！由于本书中的“基础乐理”内容与当下主流的

西洋乐理教材无异，暂不在文中讨论此章节。 

在乐理学习以及教学中“调式分析”是一个耗时极多的

重点章节内容。教学上主要面对学生旋法、终止式知识点不

清晰，无法联系实际作品进行调性判断。且多数乐理教材上

也并未将旋律旋法、和声句读终止式理论并入。萧友梅在第

六章第二节“曲调形式”关于旋法写到：“第一类，用半音

阶组成曲调；第二类，用全音阶组成曲调；第三类，用和弦

音组成曲调，第四类，兼用以上三种”。了解旋法形式，对

于分析旋律调，是非常有帮助的。 

例 1：旋律比才的《卡门》

 

 

 

本首曲子旋律都在主和弦 A的分解。那么如果熟悉西洋旋律写作，便可一眼识别。 

例 2:《扬基歌》  

 

音阶式旋律进行，这是西洋旋律旋法特征。那么第一时间，我们即可锁定曲调范围。再看，第六章第一节“曲调的句读”，

萧友梅图示备注旋律停顿处所用和弦： 

 

回看例 2，最后一小节停止应为主和弦，回旋律中寻找

主和弦音：b-d-#f，结合前一句停止所用和弦属和弦#F的和

弦音#A，此旋律调为 b和声小调。 

以及第七章的曲体概论，旋律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分析音

乐作品，并非简单的做个题目。所以，对于曲式体裁的了解，

对与判断乐曲调性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篇幅有限不做多的讨

论。 

基础乐理中的音程、和弦、调，若不回归音乐作品，独

立存在仅有“做题”的意义。音程、和弦、调，需要在和声

学、曲式学、对位法的指导中回归作品，作曲技术理论也需

要掌握基础乐理才得以继续研究。 

 

3  《普通乐学》乐理价值 

作为“海派”学者的领军人物，萧友梅将欧美系统音乐

理论带到了中国,为中国的乐学学科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3.1“记谱法”与理论的结合 

萧友梅并不是第一个位引进西洋乐理的人，《普通乐学》

也并非国内第一本乐理教材。在此之前 1903年有曾志忞公

开发表《乐理大意》是国人最早发表介绍西洋乐理的文章，

1904 年 8 月出版由曾翻译补充的《乐典教科书》，被认为

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由国人编译的西方乐理教科书。但内

容局限多为翻译之作，且均是“Grammar”。 

萧友梅的《普通乐学》引入作曲技术理论知识，改变了

此前教材只有“记谱法”无“理论”的局面。 

3.2西学与传统乐理的融通 

1901年-1920年，从日本到欧洲、美国，跨越三大洲、

20 年的学习探索，萧友梅对教材编写有着自己独特见地。

对国乐的改革与发展，始终不忘初心“我之提倡西乐，并不

是要我们做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干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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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作为近代中国首

位以教育家的身份撰写的《普通乐学》乐理教材，萧友梅打
                                                        
④萧友梅《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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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乐理理论的“民族华”之门。为国民音乐教科书的撰写

树立了典范。萧友梅所提倡的学术民族性，在《普通乐学》

一书中提到了深刻的体现。特别是在西学乐理名词上，一一

与中国传统乐学名词做了比照解析。 

 

西洋名词 中国传统乐理名词 西洋名词 中国传统乐理名词 

八度、钢琴音组 均（yun）、清、浊 chromatic scale 无双律音阶（单律音阶） 

音名 工尺谱以及十二律名 五度循环、五度圈 隔八相生 旋相为宫 

标准音 黄钟音 平行大小调 正调、平调 

音的分组 浊（均）、倍（均） 寺院音阶调式 徴正声音阶、下 音阶、清商音阶 

半音、全音 单律、双律   

重拍轻拍 板眼 十二音 辅曾体系 

调式主音 宫音、调头、音主 转调 借字 

pentatonic（五声音阶） 无单律的音阶 调关系 三宫同均 

 

虽然语义上萧友梅先生缺失准确，但将中国传统乐理与

西方理论相互融通，标志着国乐思想观念的一大转变。亦是

对当代乐理教学的一个启示。这种思维也是我们可以继续沿

用的。此外，中国传统音乐历史悠久、语音博大精深，须按

照中国音乐自身的规律，对这些理论作科学的整理和研究使

之系统化和便于应用。中西融汇是乐理教学需要继续探索的

一条长远之路。 

 

4  结  语 

萧友梅以“乐学”角度撰写的《普通乐学》，内容除了

涵盖一般基础乐理之外，还涉及到了作曲技术理论（旋律写

作、曲式类型、四部和声、对位法）。内容上是紧密结合基

础乐理，特别是旋律写作中阐述的旋律来源：半音阶、全音

阶、调式音级，以及旋律句读所用和弦。为基础乐理学科中

“调式分析”解决了关键教学问题。乐理学习与教学的本质

是为了更好的理解音乐的本质，正如 N·斯波索斌著《音乐

基本理论》序中说到：“教授音乐理论的目的，首先是为创

作乐曲或演奏乐曲作准备”。各学科独立性之外也有极强的

关联。萧友梅在《普通乐学》中加入作曲技术理论（基础）

为基本乐理教材的编写树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模版。脱离

音乐作品的理论学习，只是“题海政策”必会导致理论脱离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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