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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安 国

萧友梅器乐作品研究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新乐风开启人之一的

萧友梅
，

在音乐创作上的贡献自然首推声乐

作品的成就了
。

他的绝大部份歌曲都是供各

类
“
新式学校

”
唱歌课的需要而 辑 录 出版

的
，
一半左右 �约��首� 的歌曲收 人 当 时

“
教育部

”
审定的

“
新学制唱歌教科书

” ，
在

青少年学生中传唱
，
有很大影响

。
从数量上

看
，
仅 正 式结集出版 �《今乐初集 》 、 《新歌

初集》 及三册 《 唱歌教科书���的歌曲就有��

首
。

而他创作的器乐作品却数量寥寥
，
影响

有限
。

是不是萧先生对器乐创作不重视
，
抑

或是缺乏能力呢� 非也� 下面两段文字即表

露了他的器乐创作观
�

“
一个不曾创作乐队作品的乐人

，

就令他

造出不无可观的乐歌
，
亦不可以说是一个完

全作曲家
” ① 。 “

我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音乐创

作的认识
，
所以我于从事音乐教 育 事 业 之

余
，
不敢不致力于乐队作品的创作

。

我并非

是要窃取一个作曲家的名号以自娱
，
只因为

我相信如果一国之内简直没有乐队作品的创

作
，
那么

，
谁也承认 这 是 一 国 的 奇 耻 大

辱
’，② 。

他对乐队作品创作的重要 性 如 此 强

调
，
足可见器乐创作在他心 目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

从有关萧友梅生平与著 述 的 资 料 �见

《萧友梅文集》 ③ 附录�及出版
、

流存 的 乐

谱看
，
他一生共创作了六首 �其中两首有两

种不同演奏形式的谱本�独立的器乐曲
，
依

作者本人的编号顺序
，
这些作品是

�

一
、

钢琴独奏 《小夜曲》 ��
�

��

����年��月

二
、

弦乐四重奏
�

�四个 乐 章���
�

��

����年��月

三
、

管乐合奏 《在暴风雪中前进 》 。 �
�

��

����年

四
、 �

钢琴独奏 《哀悼引》 ��
�

��

����年��月

�
�

军乐队合奏 《哀悼进行曲》

����年�月

五
、

大提琴与钢琴 《秋思 》 ��
�

��

����年

六
、 �

�

管弦乐 《新霓裳羽 衣 舞》 ��
�

��

����年�月

�
�

钢琴独奏 《新霓裳羽衣舞》

由于资料发掘工作还有待深人
，
所以这

份 目录尚不能肯定是完备的
。

此外
，
萧友梅

歌曲作品中大量亦可单独演奏的 钢 琴 伴 奏

谱
，

以及 ����年将 《卿云歌 》 �曾被北 洋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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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议决为
“
国歌

”
�编配的军乐合奏

， ���砚年

为北京女高师首届毕业生作女声合唱 《别校

辞 》 所编的管弦乐合奏谱 ���
、
通�� 等

，
由

于不是严格意义上独立的器乐作品
，
故未计

入他器乐作品的目录
。

作品解析

一
、

钢琴独奏《 小夜曲》 ���
�

��� ����年

深秋作于德国
。

作品结构图式如下
�

调性

…
引子��小节� 主体部份���小节�

�

乐句结构

��－

� ��� � �理� ����

�
�

“
�

“�一
��一

� � � � �� ���

��前八小节 �
�原样重复� �

�
�

�
�

尾声��小节�

华彩及收束

“
�－

引子和尾声结构功能明确
。

主体部份虽

然细部结构方整
，

但结构内部没有明显的段

落停顿
，

一气呵成
，
音乐材料有重复因素而

无再现因素
，
可视作发展充分的一部曲式或

不带再现的多段体
。
����节拍一贯到底

，
舞

蹈性的音型织体使乐曲具有歌舞性质
。

旋律

用明朗的大调写成
，
情调上受舒伯特

“
小夜

曲
”
和肖邦

“
园舞曲

”
影响

，
旋 律 中 迥 音

�帕�的应用使人想到 巴 哈
、

海 顿
、

莫 差

特
、

贝多芬时代的音乐风格
。

和声以大调式

正三和弦为骨干
，
十分规整

。

调性在下属方

向近关系调的范围迥转
，
没有戏 剧 性 的 起

伏
、

展开和对比
。

音乐轻松
、

明快而甜美
，

是作者爱情心绪的流露
，
也反映了作者博士

论文获得通过 �����年�月�后至欧
、

战影响

�粮食紧缺�降临之前 �����年春�的心境
。

二
、

弦乐四重奏 ���
�

��� ����年 冬 作

� ���小节�

一

－ 困 共 ���

于德国
。

在作品手稿的首页上
，
作者用德文

写有
� “
献给多拉

·

莫兰多尔芙小 姐 萧 友

梅 �雪明� ����年圣诞节
” 。

多拉
·

莫兰多尔

芙小姐是谁
，
萧氏著述中无可查考

，
有关传

记亦语焉不详
。

萧友梅将一部作 品 题 献 给

她
，
表明对她怀有敬重之情

。

这部弦乐四重奏由四个乐章组成
。

其结

构介乎于巴罗克音乐晚期古组曲与维也纳古

典乐派前期奏鸣套曲类型之间的风格样式
。

音乐语言
、

材料安排
、

调性布局和重奏织体
，

皆与这一时期音乐的典范风格相接近
。

第一乐章 《小夜曲》 ，

快板
，
扩大的二部

曲式
。

作者将�个音乐段落 �乐谱上注 有
’

段

落标号�划为份量大致相当的两个部份
，
各

自反复一次加以组接
。

其结构框架和调性变

化的图式为
�

调性在近关系内频繁转换
，

体 现了 �一

� ���小节�

�
���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恤卜
�

百�
卜��卜”“�

调性

�一�一�一�一�一�的传统格局
。

本乐章的音乐材料具有两类 鲜 明 的 性

格
�

其一呈分解和弦式的曲调形态
，
坚毅

、

明朗 �如田
、

固和固
、

图的后半段�
，
其二以

级进式的歌唱性曲调为 特 征
，
柔 和

、

抒 情

�如四
、

图和固
、

图的前半段�
，

两类音乐材

料交织排比或连续贯通
，
不具有戏剧性展开

的矛盾冲突和强烈对比
。

每件乐器都在适中

的音区发声
，
节奏平和

，
织体单纯

，
可与纯

正的欧洲古典音乐风格媲美
。

第二乐章 《 浪漫曲》 ，

行板
。

带省略再现

的复三部曲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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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

…
� �

� ���
�

是 � � � � � � � �

主题 遇引伸 �的补充 同一主题轮流在不同声部出现

�－�－�

－
�

－
�－

抒情
，
女口歌

�
再现 �再现

，
省略补充句及� ����

�

－
�

－
�－�

－
产��“�…
火

这是一个抒情的慢板乐章
，
音乐材料方

整
，
结构极为规范

，
迥音的运用使音乐风格

更显得典雅
，
调性只用了主调

，
属调和同名

调
，
模仿式复调和对比式复调的手法

，
在这

一乐章应用较多
，
加强了音乐的抒情性

。

第三乐章 《小步舞曲》 ，
小快板

、
���拍

子
，
完全再现的复三部曲式

，
结构如图

�

、 �

�������
�

� ��

八汽︶������

调性 �

－
�一�－

��

－
����

结构规整
、

明晰
、

简练
，
没有多余的音

符
。

调性只涉及主
、

属调和平行调
，
关系单

纯
。

第四乐章 《迥旋曲》 ，
急板

、

���拍子
，

结构依然方整
、

规范
，
是一首典型的迥旋曲

体快板终曲
�

� � � ‘ � �， � �“
尾声

主题��小节
，
活泼

、

明快
、

充满生气
。

音乐在结构内部多用主题材料的 移 调 来 展

开
。

在尾声中再现第一乐章主题的首部
，
使

�
�

�
�

整部作品首尾呼应
、

完整统一
。

本乐章仍为

�调
，
涉及�大调和�

、

勺小调
，

都是近关系
。

这部作品完成于����年圣诞节
，
又是献

给友人之作
，
所以整部作品基调明快

、

气质

抒情
、

风格纯正而典雅
。

三
、

管乐合奏 《在暴风雪中前进���一译
《风雪进行曲 》 � �。 �

�

��� ����年冬作 于 德

国
。

创作背景及首演日期无可考
。

这是一首供完备的吹管乐队用的合奏小

品
。

完全再现的复三部曲式
。

结 构 如 图
�

厂“��
训

�

�
�

调性

…
引 子

�
�

�
� � � ���� �

一
� ��� ��

一－ 入

�刁
、
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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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的原样反复

，
三部份长度均 衡

。

�和�的对比主要是由音乐情绪 ��为昂扬的

进行曲
，
�柔和如歌�和 调 性 �

�
�一

‘

�� 的

差异形成的
。

结构内部音乐材料统一
，
大调

正三和弦的响亮音响无处不在
。
从乐队编制

�

�看
，
木管组和铜管组比常规组合扩大

，
向

军乐队的编制靠近
。

降种调号的选择适于变

调管乐的吹奏
，
每件乐器都在最方便演奏的

音区发挥
，
说明作者对各种管乐的性能有透

彻的了解
。

但织体过于单一
，
绝大多数声部

在一百多小节 �包括反复�的音乐中一吹到

底
，
从不停歇

。

这大概是因为作者估计到实

际演奏时对乐手难觅
、

声部不全
，
不得不采

用过高的
“
保险系数

”
吧

。

四
、

钢琴独奏 《哀悼引 》 ���
�

��� ����

年作于德国
。

具体的创作时�’��在正式出版的
乐谱 �人民音乐出版社����年 《萧友梅作品

选��� 上注明为����年�月
，
但据 《萧友梅文

集 》 载④ ，
作者手稿之首页原署有

“ ����年

��月
”
字 样

。

萧 友 梅 在
“ 《 哀 悼 引》 序

”

中⑤ 曾记述
� “
兹借留德同学诸君有追悼黄

、

蔡二公⑥ 之举
，
特仿�

������ ��之�
��� ����

����� �贝多芬葬礼进行曲�体作成一曲
，
名

曰 《哀悼引 》 ，
二公有灵其鉴吾志

” 。

黄
、

蔡二

人分别于 ����年��月��日和��月�日逝世
，
此

曲既为追悼二公而作
，
当在二公逝世之后

，

囚此可以断定此曲不可能作于 ����年�月
，
而

手稿上记载的创作 日期 ���月�应该说是准

确的
。

在 《哀悼引 》 序中
，
萧友梅 提 到 贝 多

芬
、

门德尔松
、

肖邦的
“
葬礼进行曲

”
和瓦

格纳
、

亨德尔
、

弗罗伊登贝格等人歌剧中描

写死亡和追悼亡者的音乐段落
，
并表明此曲

是
“
仿贝多芬之 《葬礼进行曲》 体作成

” ，
说

明上述作曲家和作品对此曲的写作有明显的

影响
。

这首作品的结构和乐思
，
作者已详加

注解
� “
全曲分三大段

，
前后两段各三十节发

表哀悼感想
，
中段十六节改用大调

，
以雄壮

声音描写
‘
努力

’ “
奋斗

’ ‘

救中国
’
之意

，

尾声

亦悲亦壮
，
末数音特别延长

，
表示无穷之悼

意
’，⑦ 。

可见
，
全曲是原样再现并带尾 声 的

三部曲式
。

其结构布局为
�

调·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 � ��
� � �

��
� � �

盯 �

� 尹

－
、

尾声

� � � � �� �

主题 移调主题 �的完全再现
主题材
料作成

�

－
�

－
一 。

－�－���一�

－
�一

－
�

－���

－带附点节奏的小调 式 主 题
，
凝 重

、

深

沉
，
徐缓行进的低音沉重

、

有力
，
悲和壮的

情绪得到充分渲染
，
化作激励后人

“
努力

” �

“
奋斗

” 、 “
救中国

”
的力量

。

����年�月�� 日
，

中国革命的先行 者 孙

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
。

五天之后��月�了日�
，

萧友梅将 《哀悼引》 编配为管乐合奏
，

更名

《 哀悼进行曲》 ，

被用作孙中山先生葬礼的哀

乐
。

对此次编配
，

作者有如下说明
� “
此曲原

为管弦乐队用
，

盖丝声哀
，
以奏悲曲较为相

宜
。

唯吾国音乐教育尚在
一

�种时期
，
国内只

有一个－由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导师

与乐友社社员组成的－管弦乐队
，
故不得

不改用军乐演奏
。

攻乐器中以臀 集 ����
���

� ��，
即单簧管�音最悲

，
故希望用是 曲 者

多以搏集以代弦乐
” ⑧ 。

作者还细列了 两 种

不同编制乐队各声部的数目
，
多者��人

，
少

者��人
，
乐器组合情况与一般礼仪用的军乐

队相同
。

这类乐队作者曾于 《在暴风雪中前

进 》 ������一曲中使用过
，
故驾驭自如

。

五
、

大提琴与钢拿
《秋思 》 ���

�

��� 写

作背景无可查考
。

正式发表于 ����年 �《乐

艺 》 第三号�
。

根据作品编号推测
，
此 曲 的

实际创作年代似应早于 ����年
。

从 形 式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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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作者并未将此曲视为

“
大提琴独奏

” ，
而

是在乐谱标题的下方注明
“
附大 提 琴 补 足

凋
” ����� ����� ，������ ���������

。

这 个
“
补足调

” ，

指由钢琴演奏的
、

与大提琴旋律

呈复调对应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声部
，
二者

为密不可分的有机体
。

这是一首慢板抒情曲
，

构如图
�

�

复三部曲式
。

结

行
调性

…
厂一

一
－

一
� � 、

补充

�
�

�

的省略变化

� � �
�� ��

��
�。

�

－
�

－
�

如图所示
，
此曲的再现段已不再是萧氏

前面几个作品惯常采用的原样再现
，
而是将

主要乐思作省略
、

变化处理
，
使音乐进人新

的境界
。

在调性安排上
， �
小调与�大调的连

接颇有新意
。

复调手法的运用也更为集中和

精密
，
补足调与独奏声部形成良好对比式复

调关系
，
在相当多的片断中

，
二者几乎处于

同等重要的地位
，
难分主次

，
有时补足调的

旋律甚至比独奏声部旋律更富情趣
，
也更为

动听
。

两声部的片断模仿造成追逐式的生动

形象
，
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写作手 法 在 回 国

�����年�后的发展
。

在大提琴分谱上
，
标明有上海音专俄籍

大提琴教授舍甫磋 夫 ���
����。 ���编 订 的

指法和弓法
，
是此曲演奏实践的记录

。

六
、

管弦乐曲 《新霓裳羽衣舞 》 �。 �
�

���

作于 ����年�月
，
同年��月由作者指挥 北 京

大学音乐传习新管弦乐队在北京首演
。

在完

成乐队总谱的同时
，
刊印了

“
新 制 乐 队 曲

“
新霓裳羽衣舞 》 的钢琴谱 �石印本�

，
此谱

又于 ����年�月作为
“
上海音乐专科学 校 丛

书
” ，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按照常规
，
同一曲

目不同形式的谱本
，
一般先有钢琴谱

，
后编

配乐队
，
但这部作品却是先成乐队谱

，
后有

钢琴独奏形式
。

这种推断的根 据 是
，
在 出

版的钢琴谱本的首页
，
作者

�

曾注 明
� “ ���

���������� � �� � � �������� ”
�管弦乐新作�

“ ��������� � � �� � ���� 。 �。 ���
’，
�改 编 为

钢琴�
。

再翻对作者管弦乐谱的手稿
，

钢琴作

－ �一

－
�

－
�

－为一个声部置于总谱的下方
，
钢琴声部的分

谱与独奏用的石印谱仅有少许差别 �主要差

别在尾声的震音织体�
，

说明作者在写作管弦

乐总谱的过程中
，
钢琴谱也已基本写成

，
只

是刊印时稍加润饰而已
。

唐代诗人 白居易长诗 《 霓裳羽衣舞歌 》 ，

描述唐代宫廷表演这部歌舞的情景
。

萧友梅

以 白诗为据
，

作成此曲
。 《新霓裳羽衣舞 》 由

序加上十二个相对独立的乐段及一个尾声构

成
。

这样的结构是因为白诗中有
，
散序六奏未

动衣
· ·

一中序肇骆初人拍
·” …繁音急节十二

遍……唉鹤曲终长引声 ”
的写照

。

萧友梅从

中
“
忖度得一二

” ，
用六个乐句�每句�小节�

作序
，
充

“
散序六奏

” � 用���拍的园舞曲节

奏写成十二个舞蹈性段落
，
表示

“
繁音急节

十二遍
” � 再用慢板

、

长音作为尾声
，
与

“
唉

鹤曲终
”
相对应

。

为接近唐代乐风
，
曲调采

用五声音阶为主干
。

作者希图用这些可解的

音乐语言来再现白居易的诗意
，
当是一次艺

术创造的大胆尝试
。

从作品自身的结构看
，
这部作品与变奏

曲体最为接近
。

序奏的六个乐句
，
实质上具

有主题的意义
，
它徐缓

、

优雅
、

古色古香
，

展现了全曲的基调
，
是全曲的核心和精华

，

其中的若干曲调片断
，
即隐涵了尔后变奏发

展的基本材料
。

入拍后的十二个段落
，
可视

作十二次变奏
，

舞蹈性节拍和源于序奏的五

声性音调
，

是乐曲获得统一的主要因素
。

每

一段落选用一种特点鲜明的音型织体
，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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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大致接近 ���一��小节左右�具有一定独

立性而又相互形成对比的乐段
，

这是乐曲的

主体
。

短小的尾声用和弦震音式织体包含的

悠 长曲调结束全曲
。

这样的结构是严密和富

有音乐逻辑的
。

乐队的编制为
�

长笛�
，

单簧管�
，
园号

�，
低音长号�， 定音鼓

，
小提琴 工

，
小提琴

且
，
大提琴

、

低音提琴及钢琴
。

显然
，
这个

编制并不完备
。

因此
，
在配器上作者不得不

采取
“
因地制宜

”
的办法

�

借重两支单簧管

和钢琴
，
让这两个声部从头奏到尾

，
构成全

曲的主线
，
其它声部则在此基础上

“
锦上添

花
” 。

具体做法是
�

长笛和第一小提琴在总谱

相当长的篇幅里没写一个音符
，
只在开始处

注明它们分别同第 工
、
��单簧管 �有时写明

“
高一均

”

－即高八度�
，
以后又让它们重

复钢琴的旋律声部� 大提琴大都重复钢琴的

低音� 园号
、

低音长号
、

低音提琴和变音鼓

则
“
相机而动、 中提琴予留了声部 位 置

，

未配
，

原因显然是缺乏乐手
。

这样的处理方

式虽然很难要求表现出细腻的色调变化
，
但

至少可以保证乐曲演琴的完整
。

此外
，
还体

现了作者对单簧管的偏爱
，
他在编记 《哀悼

进行曲》 时曾认为
� “
吹乐器中以臀集�即单

簧管�音最悲
，
故希望用是曲者多以籍集以

代弦乐
’，⑨ ，

这亦证实了让单簧管声部 作 为

全曲主干一狈到底的处理方式
，
是从演奏实

际出发而变通使用的
。

至于钢琴的使用
，
却

是
“
一举两得

”
的事

�

既为各奏 曲 敷 全 了
“
底色

” ，
又能让这个声部独立成章

，
在乐队

难求
、

更不可能录制音响的情况下
，
使 《新

霓裳羽衣舞 》 的音韵得以传播
。

历史功绩与时代局限

萧友梅在他十多年断断续续的创作生涯

中留下来的这六首器乐作品
，
虽然数量和社

会影响 �与他在音乐教育
、

理论研究及歌曲

创作等领域的影响比较�相对有限
，

但它们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却是相当重要

的
。

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

萧友梅的器乐创作活动具有拓荒和启

蒙的意义
。

在十九一二十世纪之交中西文化

交汇的历史大潮中产生
，
并随着社会演进的

中国二十世纪专业音乐
，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

展和几代音乐家的努力
，
已成为今 日中国文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
采用欧洲乐器演奏

的各种不同体裁形式的音乐作品
，
业已进入

今天社会音乐生活领域
。

在这条 历 史 长 河

中
，
萧友梅器乐创作的实践即为 端 流 的 一

支
。

迄今为止的资料发现和不同作曲家的创

作比较证明
，
他的弦乐四 重 奏－献 给 多

拉
·

莫兰多尔芙小姐���
�

���
，
是中国作曲家

创作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
。

而他的管弦乐曲
《新霓裳羽衣舞 》 �。 �

�

��� 从创作和首演的

时间看
，
均早于黄自于����年在美国创作的

《怀旧》 ，
因此

，
这部长达���小节 �包括反

复所占时值�的作品
，
实在应该算作中国的

第一部管弦乐曲
。

这是外来的艺术形式在中

国作曲家手中所作的新创造
，
是新的艺术品

种从无到有的最初尝试
，
因而它具有拓荒和

启蒙的意义
。

�
�

他为中国音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

创作的动机和服务于社会的创作目的
，
是启

迪后人的精神力量
。

由于他认为
“
如果一国

之内简直没有乐队作品的创作，，’’ 是一国的奇
耻大辱

”

－不论怎么理解这句话
，
文 化 落

后总非好事
。

基于此
，
他才在

“
从事音乐教

育事业之余
，
不敢不致力于乐队 作 品 的 创

作
” 。

翻看萧友梅年谱
，
他进行器乐创作活动

的����一���。年间
，

正是他所从事的新音乐

事业最艰苦
、

最繁忙的创业期
，
他几乎是在

一片荒漠中苦斗
，

单路蓝缕
，
任重道远

，
但

他时时不忘肩上的责任
， “
不敢不致力于乐队

作品的创作
” ，
这样做

， “
并非是要窃取一个

作曲家的名号以自娱
” ，

实为一个具有民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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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器乐作品研究
·

��

想的知识分子的爱国心所驱使
。

他的器乐作品
，
大都为有感而发

。
他的

《哀悼引 》 ，
曾伴随中国两位民主 革 命 的 志

士一
一黄兴

、

蔡鳄
，

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的悼念活动和葬仪而在海内外迥

响
，
希图以雄壮的声 音 描 写

“
努 力

” 、 “
奋

斗
” 、 “

救中国
”
之意

。

而他的 《新霓裳羽衣

舞 》 ，
是因为这一唐代名作

“
失传之矣

” ，
为

“
追想唐代之音乐

” ，

复兴民族传统文化而制

作的新声
。

这样的创作动机所蕴含的人格力

量
，

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
。

�
�

萧友梅的器乐创作
，
作为中国近代音

乐创作起步初期代表性作品的一 个 组 成 部

份
，
鲜明地体现了那一时代的艺术风格和它

所达到的艺术水准
。

这六首作品
，
从风格和

技法范畴看
，
属取法于欧洲古典乐派的规范

之作
，
它们以大

、

小调式音阶为材料
，
功能

和声为骨架
，
主

、

属
、

下属
、

平 行 调 和 同

名调性为活动领域
，
遵循音乐节奏动机

、

乐

句
、

乐段
、

一部曲式
，
单

、

复 二 部 曲式
、 ‘

单
、

复三部曲式
，
迥旋曲

，
变奏曲和多乐章

组曲 �套曲�的曲体结构模式
。

同时
，
作曲

家的个性和凤格又渗透于这些作品之中
�
严

谨
、

简洁
、

朴实
、

高雅
。
����年他归国后创

作的 《新霓裳羽衣舞 》 ，
以五声音阶为 旋 律

的主要素材
，
将宫调式与大调式融为一体

。

他在作品中所体现的艺术风范
，
对中国二十

世纪的专业音乐创作
，
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
。

当然
，
萧友梅的器乐作品并 非 十 全 十

美
。

首先
、 ‘

白毕竟数量有限
，
六首作品中有

四首在留学期间所作
，
部份作品的情调与内

涵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不无隔膜 �如 ‘小

夜曲》 和弦乐四重奏�
。

音乐语言
、

曲体
、

和

声的欧化痕迹过于明显
，
部份作品的结构和

处理手法近乎刻版 �如 《新霓裳羽衣舞》 主

体部份一直采用的���节拍和十二个段 落 无

一例外的分段重复�
，

乐队织体过份单一
，
缺

乏灵巧等
，
用今人的眼光看来

，
这些作品不

足之处是不难发现的
。

然而
，
任何人都不可

能完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
我们更不能以今天

中国音乐发展所达到的水准去苛求自己的前

人
。

在我们用追念的情思去研究萧友梅先生

留给中国音乐的这份遗产时
，
应该明白无误

地认识到
�

存在于萧先生器乐作 品 中 的 弱

点
，
是时代和环境局限所致

。

实事求是地分

析和认识这些不足之处
，
正是为萧友梅作出

科学的历史评价所需要的
。 �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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