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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友穩 音 译皮欢的 中 ？ 古 皮旖乜

王彦

摘 要 ： 萧友梅作为 我 国近现代音 乐教育事业的 奠 基人 ， 是近代留 学 系 统学 习 西 洋音 乐 的音 乐家
，
纵观萧友梅的音 乐

史观
，
仍然具有 浓烈的 中 国古史特征 。 萧友梅的 中 国 音 乐古 史特征具体表现 为 民族音 乐 发展传承 的 整体性思 想 、 音 乐 发展

史的上古史情结
，
并且具有强烈的 音乐教化思想 。

关鍵词 ： 萧友梅 ： 音 乐史观 ； 中 国古史

萧友梅是中 国近代史上留学海外学习 西方音 乐 的先驱之
一

。 对于 中 国 的 旧 乐 ， 萧友梅认为是落后于西 方近现代的音

乐 ， 当然 ，
也包括音乐教育思想 。 萧友梅认为 中 国 旧 乐的落后主要在于记谱法和缺乏真正的音乐教育机构 ， 尽管如此 ，

在

萧友梅的音乐论著 中 ，
却不乏大量表现出浓厚的 中 国 古史情结 ， 萧 氏 的音乐 史观主要是坚守 中 国音乐发展过程

一

脉相承的

整体性
， 同时也可看 出他对 中 国 上古音乐的偏爱 ， 并且坚持 中 国儒家 正统 的音乐教化思想 。

一

、 重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整体性思想

中 国 的 学术理论研宄 ， 非常重视历 史传承 ， 萧友梅作为近代音 乐理论学者 ， 同样如此 。 所谓音 乐发展史的整体性思

想 ， 指的是萧友梅作为留洋学习 西方音乐的博士 ， 在他的音乐思想中 ， 仍然具有完整的中 国 音乐传承意识 ， 并且 ， 萧友梅

非常注重中 国 古代音 乐的发展连续性 。 对于西方音 乐的态度 ， 萧友梅始终保持 中 西兼用 的观点 。 萧友梅说 ：

“

愿吾校国乐组

诸同 学 ， 多注力于 乐理及和声 、 曲体等功课 ， 盖欲改 良旧 乐 ， 必先具有
一

种方案欲作成此种方案非借镜于西乐不可 。 但余

并非主张完全效法西乐 ， 不过学得其法 ， 藉 以参考耳 。 若单照旧 法 ， 专 习
一

二种 乐器 ， 对于乐理 ，
绝不过 问 ， 将来虽学成

一

器 ， 亦不过
一

乐工耳 。

”？
从这

一

段话可 以看 出 ， 萧友梅作为对西乐深入研宄的音乐家 ， 在方法与理论的学习 问题上 ， 不

主张照搬西 乐 ， 认为就算学会西方
一

两种 乐器 ， 而 不通 习 乐理 ， 也仅仅是学到皮毛 ， 正如其所说 的
“

乐工
”

， 所以 ， 萧友梅

主张要用音 乐理论剖析 旧 乐 。 对此 ， 萧 氏 也说 ：

“

其 以理论为主科之同学 ， 更须多解剖 旧 乐乐曲 ， 将来便可证 明 吾国 旧 乐是

否 如来 氏所说
‘

多用混合拍子
’

。

” ？
这些音乐理论观点多体现在他的文章和讲话稿中 ， 对于中 国音 乐发展过程中 的 问题 ， 萧

友梅主要从源头进行溯源 ， 强调中 国音乐是从旧 乐发展而来 ， 这种整体性思想并没有因为他本人学 习 了 西洋音乐而表现 出

非此 即彼 。

萧友梅留学德 国 的博士论文选题 以 １ ７ 世纪 以前 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作为研宄对象 ， 将上 古时代和 中世纪的 中国乐队进

行源流发展的梳理 ， 这是 中 国 学术研宄的固有方法 ，
萧友梅的音 乐理论研宄继承 了这种学术路数 。 根据萧友梅 自述材料所

反映的观念可 以看出 ，
他系统学习 了音 乐理论的

“

乐学研宄科
”

、

“

对位法实 习
”

、

“

乐 曲题材原论
”

、

“

民族心理学
”

、

“

康德

以后 的德 国音乐美学
”

、

“

普通美 学
”

、

“

实验教育学初阶
”

、

“

卢梭以 后之教育制度学理论
”

等课程 ， 但是 ， 他的博 士论文仍

然回 归中 国 旧 乐的研宄 ， 这也 可以说 明他学习 西方音乐的终极 目 的 ， 是希望改造 旧乐 ， 而非否定 旧乐 ， 并且 ， 他的这种继

承思想是
一

种 自觉行为 。 正如他本人所说 ：

“

然而对于我 国 古人积累起来 的资料 ， 我还要重新加 以整理 ， 因为这些中文原始

资料相当
一

部分是非常零碎的 ， 差不 多
一

切都是不统
一

的 ， 非系统 的 。

”＠
这种音乐理论传承意识 ， 萧友梅往往能将其与国

家的历史关联起来 ， 他认为 中 国音乐是作为国家机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 。 所以 ， 他认为每个王朝都要
“

给予音乐机构
一

种

与 王朝本身精神相适应的因而也 是
一

具政治的标志
”

。

＠
如此

一

来
， 萧友梅的音乐史观中 ， 就将音乐和政治 ， 历史 、 文化进

行综合探宄 ， 这种思路 ， 最大 的特点便是对中 国传统学术研宄方法的最大继承 ， 具有宏大的历史观 ， 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整

体性 。 把音乐史同政治 、 国家 的关系联为
一

体的视野 ， 避免 了萧友梅在音乐研宄过程 中孤立看待音 乐现象的偏狭认识 ， 这

样 ， 他是将所谓新音乐 的研宄置于中 国 古代音乐发展脉络 。 基于这样
一

种成熟 的理解 ， 他在博士论文
“

周朝 乐队的历史
”

一

节 ， 便从
“

乐官
”

、

“

音乐教育
”

、

“

乐队种类
”

、

“

音乐 的应用
”

、

“

若干谱例 的说明 与翻译
”

等五个方面作 了 论述 ， 使读者

不仅获得乐 队 ， 乐 曲 、 乐谱的历史知识 ， 同时也 了解到当 时乐队的形成 。

除此 ， 萧友梅音乐史观的传承也体现在他提倡对 中 国传统音乐 的整理和研 宂 ， 这是萧友梅在多次的会议提案中均能见

①萧友梅 ． 萧友梅全集 ［Ｍ ］ ． 上海音 乐学院 出版社． ２ ００４．（５８ ８）

？
萧友梅． 萧友梅全集 ［Ｍ ］ ． 上海音 乐学院 出版社． ２ ００４．（５８８）

？
萧友梅 ． 萧友梅全集 ［Ｍ ］ ． 上海音 乐学院 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４４）

？萧友梅． 萧友梅全集 ［Ｍ ］ ． 上海音 乐学院 出版社． ２ ００４．（４５ ）

？
９０

？





王 彦 《论萧友梅音乐史观的中 国 古史特征 》

到的观点 。 《吾 国皮黄 曲在 国 民音乐 中有无存在之价值可否采取用作乐界之参考》 中提到 ：

“

吾 国皮黄盛行全 国 ，
然近今研

宄乐学者 多不注意讨宄 。 吾想
一 国有

一

国之精神 ，

一

国有
一

国 之特性 ， 文化之盛衰 、 风俗之厚薄 、 国 民性之刚柔 ，

＿

与音乐

俱有深切之关系 。 皮黄乃集 国人之声情 ，
根古 乐之遗响 ， 逐渐脱化 ， 日 新 月异而成 。 曲质 慷慨激昂 、 庄严深厚 ， 喜怒哀乐

变化 自 如 ， 是合乎 国性之音 乐也 。 用 取其调 ， 改 良戏词 ， 未 尝非社会教育之
一

助 。 可 否采取加 以 改 良 ， 译成世界共 同 乐

谱
，
用作乐界之参考焉 。

” ？
这段话是萧友梅在 １９ ２３ 年 中华教 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 国 民音乐教育组对李荣寿提案 的附议 。 萧

友梅学 习西方音乐 ， 从中西 音乐 比较的角度指 出皮黄及其他 旧 乐 的不 足之处 ， 但是 ，
他仍然肯定了 旧乐 的价值所在 ， 所

以 ， 他又提出
“

吾 国古今乐曲在 国 民音乐 中定有相 当之价值 ， 应组织研 究会 （ 由 中 西音乐专家担任 ） 将所有现成乐 曲译为

世界共同 乐谱 ， 以备作 曲家之参考 。

” ？
可 以这么说 ， 萧友梅对于 旧乐 的认可 ， 并非

一味的固守 ， 而 是在本人吸收 了西 乐的

基础上 ， 以
一

种批判继承的态度去坚 守中 国音 乐发展的连续性 ， 做到 旧 乐的改革是根植于传统音 乐思 想的基础之上 。

二 、 深厚的古代音乐上古史情结

在萧友梅的音乐教 育思想与音乐理论之 中 ， 可以看 出 ， 他对于 中 国 旧 乐的重视 ， 并且表现了对上古史音乐 的偏爱 。 宄

其原 因 ， 这缘于其个人极深厚的 中 国传统教育根底 ， 特别是 旧学功力之深 ， 使得萧友梅在接受西方教育的同 时 ，
能够 以

一

种批判眼光和广 阔胸怀去甄别中 西文化的差别所在 。 他从小熟读传统教 育典籍经史子集 ， 故其在德 国 期间的博士论文 《 １ ７

世纪 以前 中 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 》 也是以研宂中 国古代管弦乐的发展为选题 ， 正所谓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 萧友梅的思

想根子 ， 说到底仍然是 中 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路子 ， 这是个人成长经历的必然 。

对于西方音乐教育 ， 萧友梅在 １ ９３ ４ 年发表的 《欧美音乐专 门教育机关概略 》 中 ， 就介绍 了欧美音乐学院的发展沿革 ，

当 中包括二十多个 国家 １ ６ １ 所音 乐学院 ， 萧友梅对西方音乐史的介绍 多从音乐教学的需要 出发 ， 选择巴洛克后期至古典主

义时期的西洋音乐史 ， 如果用 当代人的眼光来审视当时 的萧友梅对西方音乐和西方音乐教育 的话 ，
难免会认为较为粗浅 ，

但是就当 时而言 ， 则有着开眼看世界的历史意义 。 放在那时 的历史环境下 ， 萧友梅 出于推进本国音乐发展而言 ， 则是有积

极贡献的 ， 并且 ， 他在中西 音乐发展史比较中 ， 很 明显 的偏重上古史音 乐的研宄与推崇 。 其博士论文对中 国 古代乐 器概

貌 、 乐队组合 、 乐 队的社会功 能等进行 了相当细致深入 的理论研宄 ， 就是从上古史开始 ，
这对中 国上古音乐史 的研究具有

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 后来 回 国 后 ， 他在开展音乐教育工作时 ， 又接连写 了 《＜九宫大成＞所用 的音阶 》 、 《 中 国历代音乐沿

革概略 》 、 《旧 乐沿革 》 等文 章 。

中 国上古音乐 ， 即先秦时期音乐史 ， 是中 国古代音乐的发源期 ， 如同其他文艺形式
一

样 ， 属于源头文化 ， 萧友梅对于

先秦音乐 的重视与 喜爱 ，
在其论著中 时常溢于 言表 。 他关注统治阶层对音乐的重视 ， 并且也指 出 音乐对于统治阶层而言 ，

并非是艺术之意义 ， 而更多的是出 于教化的作用 ， 是从道德和礼教 出 发 ， 对音乐进行工具化运用 。 他说 ：

“

当时所教的音乐

功课并不注重音 乐的本身 ，
所以 《 乐记 》 说 ：

‘

乐者非谓黄钟大 吕 （
音名 ） 弦歌干扬 （舞器 ） 也 ， 乐 之末节也 。

’

当时所注重

的 ， 还是在乎涵养德性 。

” ③
实际上 ， 这种音乐教化作用 ，

在上古时期也是时代需要 ， 也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 。 再者 ，

萧友梅对于周朝乐官制度的完备给予 了较高评价 ， 而且从组织架构的制定来说 ， 周朝音乐在社会组织中 的地位 ，
也是给萧

友梅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 从他的表述中可 以看得出他的这种感慨 。 他说 ：

“

周朝中央官制分天、 地 、 春 、 夏 、 秋 、 冬六

官 ， 好象今天 国 民政府行政院所设各部似的 。 春官的最高首领是
‘

大宗伯
’

（今天的部长相当 ） ， 所管事务分两部分 ；

一

部

是
‘

小宗伯
’

做领袖 ， 管的都是属于
‘

礼
’

的事项 ；

一

部是
‘

大 司 乐
’

做领袖 ， 管 的都是属于
‘

音乐事项
’

。

” ④
这种制度和

组织设计 ，
当然包括了音乐教育和音 乐机关的设置 。

此外 ， 萧友梅对于上古音乐 文献未能 留存下来 ， 也表达了 自 己的遗憾

与痛惜 。 他说 ：

“

周朝的重要音乐教员及演奏员都是盲人 ， 他们的教法 ， 自然是不用乐谱 ， 单凭耳朵去听 、 学 ，

……所 以周

朝的乐 曲
，
就不能保存下来 。

” ？
他认为上古音乐的传承方式是周朝音乐未能保存下来的重要原 因 ， 如 《诗经》 的流传

一

样 ， 本为可歌之诗 ， 曲子未能保存下来 ， 传至后世则为
“

徒诗
”

， 这受限于时代 ， 也是非人力所能为之 。

上古音乐史在萧友梅看来 ， 无疑是 中 国 古典音乐的源头 ， 故其对上古音乐评价甚高 ， 特别是对周王朝时期建立的音乐

教育机构及设立的音乐管理制度 ， 可以说是发 自 内心的赞赏古代先人思想 。 但是 ， 萧友梅认为周朝统治阶级 的对音乐 的重

视决定 了 当时音乐教育机制 的构建水准较高 ， 同时 ， 他也看到 了古代音乐 的教化与艺术发展之间有着相互 的推动作用 。 从

①萧友梅．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 北京开 第二次年会 国 民音 乐组表决 通过之议案 ［Ｊ］ ． 音乐季刊 ，
１ ９２４ ． ３ ．（２ ）

？萧友梅 ． 中华教育改进社在 北京开 第二次年会 国 民音 乐组表决通过之议案 ［Ｊ］ ． 音乐季刊
，

１ ９２４ ．３ ．（ ２）

？
萧友梅． 萧友梅全集 ［Ｍ ］ ． 上海音乐 学院出版社 ？ ２ ００４ ．（３９ ６）

？
萧友梅 ． 萧友梅全集 ［Ｍ ］ ． 上海音乐 学院出版社． ２ ００４ ．（

３９ ３
）

？
萧友梅 ． 萧友梅全集 Ｗ ］ ． 上海音乐 学院出版社 ？ ２ ００ ４．（３ ９８）

？
９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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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点来说 ， 萧友梅对中 国 古代音乐的发展评价是有说服力 的 ， 也可以反映 ， 无论从萧友梅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 还是其

他的音乐思想论述 中 ， 他都表现 出 了对中 国上古音乐 的重视与高度评价 。

三 、 强调古代音乐的教化

萧友梅作为一名音乐教育家 ， 同时也是从小接受 旧学教育的文人 ， 他的古代音乐理论思想 ， 在对正统音乐的态度上 ，

是持肯定主张的 。 对于古代正统音乐 的作用 ， 萧友梅不仅提出音乐家本人的教化作用 ， 更强调正统音乐在教化人性 中也具

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

总体而言 ， 中 国 古代专职从事音 乐创作 与表演的群体的社会地位不高 ， 但是在春秋后期 ， 乐师 的社会地位也 曾经是与

文官武将相提并论 ， 如晋国乐官师旷在 当 时不仅是极负盛名 的音乐家 ， 同时 ， 他也是
一

位可 以参加讨论 国家军政大事的政

治家 ， 后被君王尊称为
“

太师
”

。 然而 ， 随着西周 以血缘宗法为基础 的分封制走向崩溃 ， 与之相适应的西周礼乐制度也土崩

瓦解 ，

“

礼崩 乐坏
”

意味着社会文化生活将发生彻底的转化 ， 乐师逐渐沦落为统治者提供声色娱乐 的奴仆 。 尽管如此 ， 音乐

内容却是
一

直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 萧友梅认为中 国 古代音乐从唐代天宝之后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
， 宄其原因之

一

是 乐师

的社会地位低下 ， 但是更主要的也还是乐师个人的品行不端所致 ， 这也是乐师为人们所不屑之根本所在 。 萧友梅说 ：

“

他们

只 需有
一

技之长就可以被选进去 ， 他们 的常识如何 ， 品行如何
，
概不过 问 的 。 宋朝的教坊弟 子也是如此 ， 宋朝以 后的戏子

也是如此 。 他们 既没有受过普通教育 ， 又缺乏理智的节制 ， 因此常有逾闲失检的举动 ， 结果 引起当 时士大夫的蔑视 ， 于是

优伶并称 ， 甚至优 、 倡 、 奴 、 隶 四种人并在
一

起 ， 乐的地位于是
一

落千丈 ， 不可收拾 了 。

” ？

乐师是音乐艺术是主体 ， 处于

主体的乐师的社会地位 ， 直接影响 了音乐在
一

定时期的发展 ，
所以 ， 萧友梅认为古代音乐符合社会教化的前提是乐师品 行

须合乎正统 ， 这是萧友梅从音乐创作主体的德养角度 ， 对古代音乐发展研宄的
一

种理论观点 ， 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 。 正是

从这个角度 出发 ， 萧友梅进而提出 古代乐师品 行不端的原因所在 。 他说 ：

“

因为音乐是最 易感动人的艺术 ， 人类欣赏音乐 ，

不用有任何的素养或预备教育 ， 无意识地就能 了解音乐的 旨趣 。 喜欢音乐 的人常常沉醉在里边 ， 为感情所驱使不顾
一

切 ，

甚至个人的生活 问 题都忘记去解决 。

”？

萧友梅的解释仅从音乐艺术本 身去寻找 ， 虽然并不全面 ， 但是也具有
一

定 的合理

性
， 从另

一

方面也说明 ， 萧友梅认为古代音乐 发展过程 中 ， 乐师本身德性 ，
与音乐教化具有

一

致性 ， 这种观点是具有文 艺

理论意义的 。

萧友梅对于古代音 乐的教化作用 ， 是从古代音 乐教育的角度进行论述 ， 关于 古代音 乐教育的成败得失 ， 他有 自 己的批

评观点 。 萧友梅说 ：

“

所 以从表面上看来 ， 周朝大学的功课 ， 好象很注重音乐 ， 实际上主要科 目 的乐德 、 乐语 ， 还是伦理 、

哲学之类 ， 歌舞与 乐器 ， 照上面所论 ， 只 占末位而 已 。

” ？
中 国 自上古时代开始 ， 政府对音 乐的重视都有着悠久的传统 ， 特

别是 以音 乐教育 民众 ， 开启 民智 ， 历 来统治 阶级都视为
一

个行之有效的手段 ， 并且历史证 明 ， 也是屡试屡验 。 正 因为如

此 ， 萧友梅后来创作 的大部分音乐作品 与当时 的社会实际相联系 并为人民大众所演唱 ，
例如他 曾经为当时 的北洋军阀政府

创作有中 国 国歌 《卿 云歌 》 及后来的 《国 民革命歌 》 、 《华夏歌 》 、 《五四纪念爱 国歌 》 等等众多 的爱国歌曲 ， 其实就是源于

音乐 的社会功能效应 ， 这就是他在诸多文献论述 中提到的古代音乐的教育意义体现在音乐作 品创作之 中 的表现 。

综述之 ， 萧友梅的音乐史观具有强烈的古史情怀特点 ， 并且表现为对传统音乐传统的坚守 ， 同时 ， 又融合了 西方音乐

思想的积极因素 ， 这种 中 西兼容的音乐理论 ，
较好的统一在其音 乐思想体系之中 ， 成为萧友梅开展音乐教育的重要理论 支

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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