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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传记的新收获
读 《萧友梅传 》

徐士 家

近年来在学术著作出版不太景气的情况下
,

《萧友梅传 》 由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了
,

这是

令人十分高兴的
,

是我国音乐界的一件喜事
,

也是中国音乐家传记的新收获
。

今年是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
、

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萧友梅诞辰 1 10 周年
,

萧

友梅音乐研究会在他的故 乡— 广东省中山市举办了纪念活动
。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
,

举行了 《萧

友梅传 》 的首发式
,

这无疑为整个活动增添 了纪念的气氛

我是 比较早的就听说
,

廖辅叔教授准备要撰写 《 萧友悔传》 听到这个信 自
、

之后
,

我就认为由

廖先生来撰写 《萧友梅传 》 是最合适的
。

1 9 2 7 年
,

萧友梅愤然离开北京
,

南下上海
,

在当时南京

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下
,

创办了国立音乐院 ( 1 9 2 9 年后改组为国立音专 、
。

廖先生

是 1 9 3。 年 2 月任职于国立音专的
,

开始在图书馆工作
.

后来又改任文犊
。

从那时起
.

引用廖先生

的话来说
,

就
“

在他的耳提面命之下
,

开始我在音 乐教育机关的漫长的经历
” 。

就在这
“

漫长的经

历
”

中
,

廖先生亲见亲闻萧友梅在国立音专办学过程中的许多事情
,

今天写起 《萧友梅传 》 来
,

自

然会得心应手
,

有些事情能够说得清楚
,

说得准确
,

也看得透彻
,

比起别人写作 《萧友梅传 》 来
,

当然
“
不至于像是隔靴搔痒

”
了

。

《萧友梅传 》 共有十二节
,

每节的字数都不算多
,

全书也 只写了五万多字
,

似乎单薄了一点
,

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读完之后
,

就会觉得这本传记的份量是 比较重的
。

文字简炼
、

流畅
,

叙述生

动
,

作者非常动情地给读者讲述萧友梅的一生
。

这本传记所写的每一件事情在萧友梅的一生中都

非常重要
,

除了一些事情是作者亲见亲闻之外
,

有些事情是作者经过调查
,

或者找萧友梅的亲属

核对过
,

或者参考了别人的回忆材料
,

总之
,

史料是非常扎实的
。

这本传记把萧友梅为我国音乐

教育事业不断追求
、

呕心沥血
、

任劳任怨
,

以 及他在 日常生活中的那种朴素平实的一生
,

真实而

又鲜明地反映出来了
。

《萧友梅传 》 所写的事情都是实实在在有过的
,

正如作者在
“

后记
”
中说

, “

我现在记叙他的

生平行事
,

自然不敢搬弄什么花言巧语
,

更不敢添枝加叶
” , “

而且保证没有什么水分
” 。

正因为如

此
,

真实可信是这本传记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

作者认识萧友梅
,

是在 1 9 2 7年后为他的哥哥廖尚果

(即青主 ) 送信给萧友梅时开始的
。

萧友梅与廖尚果是留德时的同学
。

那时
,

萧友梅
“

有空也不时

来看青主
,

有时还留下来喝杯咖啡或者吃晚饭
” ,

此时作者
“

才有机会插上几句话
,

知道他生平的

一些事情
” 。

萧友梅 1 9 cl 年从广州时敏学堂毕业后留学 日本
,

190 6 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
,

便成为革命的战斗的同志
。

由于萧友梅是学习音 乐的
,

政治色彩比较淡薄
,

不会引起警探的注意
,

DOI : 10. 16504 /j . cnki . cn11 -1183 /j . 1994. 02. 018



徐士家
:

音 乐家传记的新收 获
.

9 5
。

因此他的住处就成为孙 中山
、

廖仲恺等人聚会的地 方
,

他还抱着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孩子到门外去
,

为他们担任望风的任务
。

1 9 1 2 年后
,

萧友梅离开总统府后想去德国研究音乐与教育
,

孙中山是关

心过的
,

并批示教育部帮助他们想办法
。

此
’

If后来在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工作时才办成
。

萧友梅

的家庭景况不大好
,

人 口 多
,

开支大
.

他在留德时要从每 月领取的官费中拿出一部分寄回家中贴

补家用
。

这样的事例很多
.

我想大慨都是作者在
’
J价女梅的交往 中所知

.

当然是可信的
。

这本传记所写的一些事情
,

作者是做过调查的
.

是核实过的
。

比如
,

萧友梅的出生地问题
,

过

去有的文章多数是说他出生于澳 !
、 一

J
。

作者 认为
. 一

是他根据萧友梅的自书履历手稿看
,

萧友梅是

五岁离开香 山去澳 门的
; 二是他问过萧友梅的侄女萧淑娴教授

,

她断言她的叔叔是出生于香山
。

因

为她问过她的姑姑
,

即萧友梅的妹妹
。

又 比如
.

1 9 0 6 年底至 1 9 0 7 年初
,

当时清政府咨请 日本政府

协力缉拿孙中山
。

为了逃避清政府和 日本警探的追捕
.

孙中山最后躲在萧友梅的卧室
.

饮食生活

全由萧友梅包了下来
,

直到 1 9 0 7 年 3 月孙 中山离开 日本去越南
。

在讲到这 一件事情时
,

作者说
.

“

孙中山避居萧氏宿舍的时间究竟是在哪一年
,

因为缺乏 书面材料
,

一时还难确实
。

关于萧友梅的

生平行事
,

我主要是从他的妹夫俞诚之那里听来的
,

当时并未问明是在什么时候
” 。

可见作者所写

的这些事情
,

是有事实根据的
。

这本传记所写的另外一些事情
,

那是作者与萧友梅共 事时的亲 见亲闻
。

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

明
。 “

九
·

一八
”
事变之后

,

南京国民党借 口军需供应紧张
.

减发经费
。

此时国立音专一方面不得

不减员
,

一方面在职工作的薪水也大打折扣
.

特别是那些勤杂人 员
.

平时收入就不多
,

再一打折

扣 就更加陷入苦境
。

萧友海考虑到他们的 工作关 系到学校局面的稳定
,

决定将 自己应领的那份

薪水分给那些贫苦的勤 杂人员
.

好 i卜他 们安
·

已
_

「
一

作
。

l :“ 3 4 年 2 月
,

蒋介石发起所渭
“

新生活运

动
” ,

利用封建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
,

禁锢人民的思想和行为
,

让人民接受国民党封建买办法西斯

的统治
。

为了大造声势
,

要艺术家写书
。

音乐家呢
,

当然要找上萧友梅了
,

但他不愿意写
,

在不

得 已的情况 下
,

只好指定别人写好后
,

要署上他的名字才够份量
。

这位替人写书的就是撰写 《萧

友梅传 》 的廖辅叔教授
。

当时上海有 个音乐团体的负责人某女士
,

用英文写信给萧友梅
,

请他同

意派音专的几位同学充实他们的音乐会节 目
。

萧友梅一见信就火 了
, “

明明是中国人给中国人写信
,

为什么不用中文 ? 难道我们是大不列颠帝 国的臣民不成 ?!
”
这些事情要不是作者亲见亲闻

,

一般

来说局外人是很难知道的
。

《萧友梅传 》 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叙述事情的时候
,

作者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方式
,

既把事情源由

说得一清二楚
,

又表露了作者的是非与爱憎的观点
。

比如
,

在讲到萧友梅与青主的关系时
,

首先

讲了事情的由来
: 1 9 2 7 年后

,

青主是南京国民党政府通缉 的政治犯
,

而且是被汪精卫通电定为
“

著名共 党
”

的
。

在那样一种情况下
,

作者替青主给萧友梅送信
。

然后作者感慨道
: “

在这样荆天

棘地的形势之下
,

他放心去找萧友梅
,

是 只有相信他是 可以交心托命的好人才会走这一步的
。 ”
于

是作者进一步表 明了自己的观点
: “

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
,

图官卖友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
。 ”
而且

还列举 了一个例子
,

北伐期间青主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
,

就是因留法同学的出卖

惨遭毒手的
。

又比如
,

萧友梅从 日本留学回国后
,

曾应清政府的留学生毕业考试
,

取得了文科举

人的
“

学位
” 。

对于这一件事情
,

过去有些文章说这是普通人所梦寐以求的
,

萧友梅却于无意中得

之
,

很为萧氏庆幸
。

作者却说
, “

其实与其说是值得庆幸
,

毋宁说是委屈了他似乎更合适些
。

因为

清政府当时所列的学科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

独独没有音乐
。

那么
,

给予一个文科举人
,

究竟算是

优待呢
,

还是随随便便敷衍了事呢 ?
”

再比如
,

1 9 2 5 年
,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开除六位学

生 自治会负责人
,

引发了学潮
,

激起了鲁迅等教师的义愤
,

出来主持正义
,

指出杨荫愉的错误的

措施
。

而另外一些名流学者
,

除了马寅初
、

李四光等人在那张支持杨荫榆的宣言上签名之外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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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萧友梅
。

作者分析说
,

萧友梅之所以签名恐怕李四光的态度起了一定的作用
。

因为李四光

夫妇是萧家的常客
。

作者的观点是很清楚的
,

认为
“

哪里知道这个名一签
,

就意味着站错了队呢 ! ”

接着作者引用鲁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

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

鲁迅是善于区别对待的
,

并不是不

分青红皂白地乱打一气
。

他的主要论敌是陈西澄陈源
。

所以对李四光
,

鲁迅说
, “
因为我知道李教

授是科学家
,

不很
`

打笔墨官司
’

的
,

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
” 。

对于萧友梅
,

鲁迅只说是
“
前

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
” ,

同样也可以不提便不提了吧
。

这种夹叙夹议的叙事方式
,

生动活泼
,

将作

者的是非与爱憎的观点
,

在这字里行间表露得多么清楚啊 !

《萧友梅传 》 还选用了五十多幅萧友梅生前 留下的相片
,

这是这本传记的又一个特点
。

在我们

所能见到的音乐家传记中
,

选用如此这么多的相片
,

还真的不多
。

如果我们仔细观看这些相片
,

对

于萧友梅无论在 日本或者在德国的留学生活
,

会 留下较深的印象
; 同样也对于萧友梅呕心沥血所

从事的音乐教育
,

可以通过他与当时一些教师与学生的合影
,

也会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

其

中有些相片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

比如 1 9 1 2 年 3 月
,

萧友梅任职于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

书时
,

与孙中山
、

胡汉民
、

杨杏佛等人的合影
。

摄于 1 9 17 年 4 月在波森布什道尔夫村马铃薯田上

的相片
,

我们从 中可以了解到萧友梅在德国留学时的生活情景
。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由

于协约国的封锁
,

德国生活资料极度缺乏
。

面对绝粮的威胁
,

当时的留学生还是留在城市
。

萧友

梅则不然
,

他把生活的重点
.

移到乡下
,

波森布什道尔夫村正是他的定居地点
。

他扛着锄头
,

自己

种马铃薯来保障自己的生活
。

在这张相片背后
,

他写首
: “
时因柏林绝粮

,

特下乡实行种马铃薯
,

是年收获至二千五百磅
。 ”

而摄于 1 9 2 3年 n 月北京大学管弦乐队全体合影的相片
,

则是萧友梅回

国后任职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时
,

中国人 自己组织管弦乐队的真实写照
。

作者说
,

中国近代史

上曾经有过几次中国人搞西洋乐队
,

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都没有了
。

这次萧友梅经过努力
,

终于因

陋就简
,

乐队也就凑起来了
。 “

这样总算开始有 了一个中国人组织
,

中国人指挥的具体而微的管弦

乐队
” 。

至于音乐会的影响
,

作者说
,

当时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坷听了这个管弦乐队的音乐会之后
,

称赞是
“

中国新音乐的曙光
” 。

这对萧友梅来说
,

无疑是受到一次极大的鼓舞
。

此外
,

上海国立音

乐院开院纪念的相片和萧友梅与黄 自等人合影的相片
,

都是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极有价值的珍贵

资料
。

因此
,

我认为一本传记如能慎重地选用一些相片
,

有时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
。

《萧友梅传 》选用萧友梅的长子
、

意大利米兰美术学院教授萧勤的两幅画作为这本传记的封面

和封底
。

封面画为
“

永久的花园之三十三
” ,

封底画为
“

大限外之六
” 。

这两幅抽象派油画
,

真让

人思索万千
,

别具一格
,

为这本传记增添了色彩
。

至于说 《萧友梅传 》 有什么不足的话
,

我想主

要是有关萧友梅在音乐创作方面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情况
。

尽管如此
,

《萧友梅传 》 仍然是 目前在中

国音乐家传记中写得极有特色 的一本
。

读完 《萧友梅传 》 后
,

除说了以上一些话之外
,

还有一些问题仍然在我脑海中思索着
。

( 1) 在

我们中华民族的各个历史时期
,

为音乐 事业作过贡献的音乐家不少
,

我觉得应该为这些音乐家立

传
。

但是
,

这在极
“

左
”

时期是不可能做到的
。

今天党和政府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民主气氛浓厚的

新时期
,

我想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撰写音乐家传记
,

并能得到及时的出版
。

(2 ) 音乐家传记是属

于人物传记一类的
,

真实性与可信性是极为重要的
。

那种不顾历史事实的
、

任意添枝加叶的传记
,

我认为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
。

除了真实性与可信性之外
,

传记的写法尽可以是多样化与多风格的
。

我预祝有更多的音乐家传记问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