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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西入中：论萧友梅在西方音乐史领域
所做的开拓 *

张克戊

摘要：萧友梅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伟大的教育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学家。他率先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对“西方音乐家传

记”展开研究；推动了国人对“钢琴”称呼的统一，并确立“钢琴发展史的三个分期”；与此同时，为当时的读者呈现出一个具有中国特

色的“西方音乐史分期”。萧友梅立足本土，他在本领域的研究具有高度的“基础性” “前瞻性” “民族性”，为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的

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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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1884-1940），二十世纪上半叶伟大的教育家、作曲家、
指挥家、音乐学家。1902 年至 1919 年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和德国，
并获博士学位。1920 年回国之后便积极投身于音乐教育事业，尤
其是 1927 年与蔡元培共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音乐教育
机构“国立音乐院”，开辟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道路。

在现代音乐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萧友梅与中国音乐教育的研
究，然而他在学术领域所做的开拓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引起广泛关
注。据现有史料记载，萧友梅在其一生中撰写发表音乐文论专著
58 篇，涵盖音乐史学、基本乐理、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乐器
学等多个领域，其中西方音乐史作为萧友梅文论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迄今仍未引起后世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作为国内西方音乐史
研究的领军人物，萧友梅通过编撰教材、发表论文，促进了该学
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其开拓性成就足以引起学界的瞩目。基
于此，笔者对萧友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以
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萧友梅在西方音乐家传记领域的开拓

（一）历史发展中的音乐家传记
在教材《近世西洋音乐史纲》（1920-1923）中，萧友梅

主要以历史发展中的音乐家为载体，通过概述其生平及创作的
方式呈现了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为打开当时中国音乐界
封闭的视野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十七至十九世纪欧洲音
乐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亨德尔、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
作曲家。例如，萧友梅将亨德尔的创作生涯划分为“Händel 在
本国的生活”和“Händel 在外国的生活”，关于其创作萧友梅
列举了“Händel 的著作有 Oratorium，歌剧，颂歌（Anthem）
和各种器乐乐曲。

由于西方音乐家传记研究在当时的中国音乐文化中尚处于空

白状态，不难看出，为符合当时学生的接受与理解能力，萧友梅
并没有对西方音乐家及其创作进行深入解析，只是用通俗易懂且
高度概括的语言展开了叙述。值得注意的是，在萧友梅的音乐家
传记中主要以作曲家为主，究其原因我们不妨作如下解释。虽然
各时期的哲学家、美学家或音乐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了作
曲家的创作，但作曲家才是推动各时期整个音乐发展的主力军，
所以萧友梅将焦点集中于作曲家不无道理。

（二）现当代音乐家传记 
在文章《来游沪平俄国新派作曲家钢琴师亚历山大·车列普您

（Alexendre Tcherepnine）的略传与其著作的特色》（1934）中，
萧友梅同样以传记的方式介绍了俄籍音乐家的家庭、成长经历、
所处历史背景以及主要创作，它的发表时间正值亚历山大·车列普
您在哈尔滨和上海巡演，所以这位集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
理论家于一身的车列普您引起了萧友梅的密切关注。

不难发现，萧友梅在关注历史音乐学的同时，将目光也转向
了与其同时期的西方音乐家，这意味着中国音乐家对二十世纪西
方音乐家传记的研究拉开了帷幕。值得注意的是，与《近世西洋
音乐史纲》时隔十余年，此时的萧友梅极其关注亚历山大·车列普
您的音乐理论家身份，并对其创作中常见的九级音阶以及转调产
生了浓厚兴趣，据萧友梅介绍，九级音阶的结构为“半、全、半、
半、全、半、半、全、半”，转调只需采用两个调式之间的共同
音即可完成，例如 C 调和 G 调的共同音为“g、b、♭ e（♯ d）、
♭a、c、e”。调式音阶是体现一个民族或国家音乐特征的重要方式，
转调又作为音乐创作中的常见技法，可以看出，作为作曲家的萧
友梅正在尝试通过理论研究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新音乐创作寻找出
路，并根据实际需求，将其同时期的音乐理论家添至音乐家传记
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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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萧友梅对西方钢琴发展史的研究

（一）确立“钢琴”名称  
自从利玛窦 1600 年将“钢琴”传入我国直至二十世纪初期，

国人便对该乐器有着不同称谓，例如明神宗时期的“西琴”或
“七十二弦琵琶”、康熙帝时期的“西洋铁丝琴”，到了近代又有“番

琴” “雅琴” “洋琴” “钢琴”的叫法。然而，历经几个世纪
的发展，国人对“钢琴”的叫法始终没有得到统一。

面对这一现状，萧友梅在《近世西洋音乐史纲》中专设《钢
琴的历史》一节，并以学术的眼光，用汉语为“钢琴”命名。
萧友梅写道：“德语叫钢琴做 Clavier（或作 Klavier），本来不
是钢琴的意思，这个字是从拉丁字 Clavis 来的，是‘键’字的意思，
因为这类乐器是间接用‘键’奏的，不是直接用手指弹的，所以‘Clavier’
就字母的意思译作‘键琴’还稳妥些。不过近代这类琴，都用钢板
钢弦来做的，所以索性叫它‘钢琴’”。可以看出，萧友梅为“钢琴”
名称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论据。使国人对该乐器的
称呼走向统一化。

（二）确立钢琴发展的三个时期
在《钢琴的历史》中，萧友梅根据德国、意大利、法国、英

国键盘乐器的形制及发音方法，将钢琴的发展历程归类为“直接
击奏” “弹奏”和“间接用槌击奏”三个时期。例如在介绍第一
时期的代表乐器 Clavichord 时，萧友梅这样描述：“乐器形长方
如小箱，前方有黑白键，内部紧张铜线……琴身无足，奏时要放
在桌上，键的他端有直针，指按键时，直针从下向上击”。

钢琴的发展分期研究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尚处于开辟阶
段，萧友梅所做的拓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尽管如此，正是萧友
梅对钢琴史分期研究的厘定，才使现代音乐学家得以在他的基础
上作了更多的延伸，例如，《钢琴的发展史》被纳入了更加全面
的《钢琴艺术史》，系统地反映了整个钢琴艺术的发展脉络，他
们认为“钢琴艺术的发展历史是由人（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
琴（键盘乐器）和乐（音乐作品）三个方面构成的，这三者既有
各自的演进过程，又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相辅相成、交汇融合
的密切关系”。

三、萧友梅对西方音乐史发展分期的研究

（一）古代
在这一时期，萧友梅以列举的方式呈现了公元 800 年以前中

国、印度、希伯来、埃及、希腊等古国的音乐状况，主要围绕每
个国家本时期的音乐理论及乐器展开叙述。例如中国有本民族的
五声调式及代表性乐器琴、瑟、笙，希腊在这个时期已经有记半
音和等和声的字谱以及基萨拉琴（kithara）、里拉（lyra）、奥
洛斯管（aulos）等。

（二）中古时代
在“中古时代”萧友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公元 800 年至

1300 年间记谱法的沿革，其中提到了古希腊时期存在的乐谱
Neuma、法国音乐理论家 Hucbaldus Elnonensis 用六弦谱来记
录音高以及意大利音乐理论家 Guido Aretinus 发明了最初的五线
谱。萧友梅将中国音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归为我国历史上从
未有过统一的记谱法，之所以查看西方记谱法，可见其目的在于

在统一记谱法，推广西方五线谱在中国的传播。
（三）近古时代
1300-1750 年被萧友梅划定为“近古时代”，他主要将这一

时期出现的大量音乐体裁注入中国音乐文化，并将该阶段细分为
“文艺复兴期”（1300-1600）和“乐曲发展期”（1600-1750）。

在谈到 “文艺复兴期”，以“歌曲”最为繁盛，且雅俗都有。
1300-1600 是西方文学和造型艺术的文艺复兴，而音乐的文艺复
兴则始于十五世纪前半叶（约 1430-1600 年），前者比后者早了
一百多年，这说明萧友梅立足于西方总体文化艺术发展的环境，
并用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曲”一词代替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弥撒曲” 
“经文歌”为代表的宗教音乐以及世俗音乐。在 1600—1750 年
的“乐曲发展期”，萧友梅列举了这一阶段出现的歌剧、清唱剧、
康塔塔等体裁，但未作详细解释。

（四）新时代
1750 年之后的音乐历史被萧友梅称作“新时代”，他根据

创作风格特征将这一时期的作曲家归为 “新模范作曲家（Neue 
Klassiker）” “自由派作曲家（Romantiker）”和“新自由派作
曲家（Neuromantiker）”。例如，在谈到以舒伯特、舒曼、韦
伯为代表的自由派作曲家（Romantiker，即“浪漫主义音乐家”）
时， 萧友梅讲道，他们“思想好自由，尤其喜欢幻想，对于以前
的乐曲形式和艺术规则不甚注重，爱努力作出一种新作品”。

从以上资料我们还可以看出，萧友梅为当时的读者呈现了一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音乐史分期，他所划分的“古代” “中古时代” 
“近古时代”和“新时代”借用了中国历史分期的名称，只不过萧
友梅在中国古代的“上古” “中古”和“近古”三个时期的基础
上又拓展出了“新时代”。在我们看来， 萧友梅之所以采用“中
西合并”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帮助国人理解西方音乐这一“新”
文化，以“中国之名”推动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综上所述，萧友梅立足本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西方
音乐史所做的开拓具有强烈的“基础性”、 “民族性” “前瞻性”，
促进了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当然，我们的研究意义
决不仅仅是厘定他“开拓者”的身份，而是想要进一步说明，正
是萧友梅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到中国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上的缺
憾，才不遗余力地为本学科的成长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信阳学院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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