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近 代 专业 音 乐 创 作 的 开 端

—纪念萧友梅逝世四十周年

梁 茂

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凌晨
，
悲风

惨冽
。

在
“
孤岛

”
上海的一家收 费 低 廉 的

“
体仁医院

”
里

，
为中国音乐事业操劳了一

生的萧友梅先生默默地停止了呼吸
，
留下了

一所风雨飘摇中的
“
国立音专

” ，
留下了颇

丰的音乐著述和作品
，
留下了两袖清风… …

转眼整整四十年过去了
。

关于萧友梅先生在我国音乐教育方面的

重要贡献
，
已经有较多文章提到

，
至于他的

音乐创作
，
则较少有文章论及

。

最近读到台湾 《 音乐与音响 》 杂志一九

七九年五
、

六月号上连载周凡夫 先 生 的 长

文
� 《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先驱萧友梅 》 ，

此文对萧友梅的生平事迹考察甚详
，
对他在

音乐教育方面的贡献论述较为精细
，
而对萧

友梅的音乐创作
，
则作了这样概括的评论

�

“
他生平创作

，
遗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多

。

除

了 《 今乐初集 》 和 《 新歌初集 》 两 册 歌 曲
外

，
较著名的曲谱还有《新霓裳羽衣舞曲》

、

《 杨花 》 �易大庵词 �等
。 ” ① �见该文第

八章
�

有限的歌曲创作
。
�

�萧友梅的创作实际并非如此
，
他一生在

繁重的教学
、

校务工作之余
，
还写作了一百

多首歌曲
，
两部大合唱

，
两 首 钢 琴 曲 �其

中 《 新霓裳羽衣舞 》 一首还改编 为 管 弦 乐

① 《 音 乐与音响 》 杂志第七十二期 �一九 七 九年 六 月号 �第��� 页
。

己， ‘ 介人�争‘ 分朔朴介朴
‘ 七护舀扮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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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

‘ 分
劫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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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勒

‘ ，朔分
‘ ，勒朔却劫

‘ ，今介

舒缓一周来工作学习的紧张情绪
。

这种和学

生们
、

朋友们一起茶叙联欢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在德国很流行的风尚
。

在这阶段
，
我们

有机会见到有李四光
、

谭熙鸿
、

任鸿秀
、

陈

衡哲
、

赵元任夫妇
、

丁燮林
、

陈西侄
、

王世

杰
、

周苏生
、

张吴若
、

钱端升等
，
当然还有

音乐传习所和女大上面提到的老师们
。

在个人感情生活方���
，
我们家属知道他

在二十年代期间
，
曾经爱过一位他的学生

，

但结采是不如意的
，
他曾为此非常难过

。

此

后
，
他以加倍努力于音乐事 业 的 教 学

、

写

作
、

演出等活动来寄托他的感情
。
直到����

年
，
��岁才和戚粹真女士结婚

。

叔父的正直
、

严谨
、

积极乐观
，
他的高

风亮节是有口皆碑的
，
无庸我在这里更多的

表达
。

每想到在北京时
，
在他的琴室中

，
三

角琴靠着的墙面上正中间上面悬挂着贝多芬

像
，
像下面正中间是萧邦

，
右面是孙中山先

生赠给他的作为临时总统府工作过的纪念像

片
，
左面是先祖父

。

对着钢琴那面墙上是巨

幅的巴赫像
。

这些像表明他崇敬的人物
。
还

有两侧挂着一付对联
，
上联是

� “
岂能尽如

人意 ” ，
下联是

� “
但求无愧我心

” 。

这付

对联表达他对工作的态度
。

他的确是位无愧

于心
、 “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 ，

终身勤勤恳

恳
，
舍己为人的音乐教育事业的好工作者

、

好教师
。

他的这种精神将是永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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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
，
一首大提琴独奏曲

，
等等

。

在我国近

代专业音乐创作初创的阶段
，
他的这些作品

是有一定影响
，
具有一定贡献的

。

本文仅就

萧友梅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与经 验 作 一 浅

探
。

萧友梅在德国留学时期 �一九一三—
一九二�年 �

，
曾在

“
莱比锡皇 家 音 乐 学

院
”
理论作曲系攻学音乐理论及作曲

，
又在

柏林
“
施特恩音乐学院

”
学习指挥

、

配器和

合唱艺术
。

他在学习期间的一些创作
，

大多

因流动的生活和屡遭战火而遗失了
，
只有一

首钢琴曲 《 哀 悼 引 》 �。 �
�

�� 等 �的 手 稿

保存了下来
。

这首作品作于一九一六年底
，

是现在见到的我国音乐家创作的第一首钢琴

作品
。

写作时
，
他已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

，

井以 《 关于十七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

研究 》 一篇数十万言的洋洋大文
，
获得莱比

锡大学高等哲学系的哲学博士学位
。

由于欧

战爆发
，
交通阻断

，
无法返国

，
被迫滞留在

德
。

这一年
，
我国

“
辛亥革命

” 和 “
讨袁战

争
”
的两位主要军事将领—黄兴

、

蔡愕相

继逝世
，
全国各地对于他们的去 世 表 示 哀

悼
，
留德的学生也集会追悼黄

、

蔡二人
。

萧

友梅正是为了悼念这两位人物的去世而创作

《 哀悼引 》 的 。

在 《 哀悼引 》 的序言中
，

萧

友梅写道
� “ 兹藉留德同学诸君有追悼黄蔡

二 公 之 举
，
特 仿 ������� �� 之 �������

� �����体 作成一曲
，
聊表悼意

，
名曰 《 哀

悼引 》 ，
二公有灵

，
其鉴 吾 志

。 ” 通 观 全

曲
，
充分体现出萧友梅作为一个同盟会会员

①对老战友的深深怀念之情 。

�
�

哀悼引 》 采用复三部曲式结构，
第一

部分是慢板
， 。 小调

，
表现了沉痛的 哀 悼

。

在艺术上
，
看得出来是对贝多芬

、

肖邦等人

的葬礼进行曲的模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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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转入 �大调
，
这是一个八小节的乐

段反复
，

调性明朗
，
情绪显得昂奋

，
与第尸

部分形成了对比
。

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变

化再现
。

①萧友 梅一九�六年在 日本加入 了同盟会
。

萧友梅还将这首作品编配成乐队曲
，
曲

名改为 《 哀悼进行曲 》 ，
乐队的总谱

、

分谱

也保留下来了
。



乐句不能针对
，
此亦为吾国中小学生对于唱

歌一科兴味缺乏之一大原因
。

本集曲谱
，
纯

缝
萧友梅之前

，�

我 、 的妙
音乐 、 、 要

指学堂乐歌 �仍停留在
“
选 曲 填 词 ” 的 阶

段
，
还没有掌握现代技巧的作曲人别

。

著名

的乐歌活动家李叔同
、

沈心工虽然也曾练习

创作过 《 隋堤柳 》 、 《 黄河 》 等几首歌曲，

但那真如凤毛麟角
。

她大部分学堂乐歌还是

采用外国音调填中国歌词
。

�这必然会产生很

多的弊病
。

最显著的一条就是在词
、

曲结合

上常常出现矛盾现象
。

正如当时的音乐教员

李荣寿所指出的
�

许多填词乐歌
， “

往往悲

哀的乐曲
，
填以快活的歌词 � 勇壮的乐曲

，

填以静穆的歌词 � 西洋名家乐曲
，
填以不通

乐理的文字， 东洋鄙劣的乐 曲
，
填 以 我 国

名家诗句
�
似此荒唐悖谬的 大 错

，
举 不 胜

举
。 ” ①
� 萧友梅于一九二�年三月回到祖国

。

这

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过去尚不到一年
。

九

月
，
他就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讲师

，
开

始了他在北京七年的音乐教育生涯
。

除在北

大任教外
，
他还在女子大学和北京艺专担任

音乐系主任
。

为了教学工作的需要
，
在繁重

的教学工作之余
，
他开始了音乐创作活动

。

他的歌曲作品成为各校音乐学生 的 主 要 教

材
，
并在音乐会上作为

“
保留节目

” 反复演

唱
。

� �

一九二二年十月
，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

的第一本歌曲集 《 今乐初集 》 ，
一九二三年

�又月又出版了 《 新歌初集 》 。

一九二四—
二五年间

，
相继出版了萧友梅编的 《 新学制

唱歌教科书 》 一至三册
。
以上五本歌集共收

进了萧友梅在数年间创作的歌曲七十六首
。

是比气歌意创作 而 成
，
自无 词 曲 互 鲜 之

处
。

，’�
、
这些出版物

，
全部都是五线谱 �有的有

简谱对照 �
，
并配以简单的钢琴伴奏

。

在当

时寂寞的中国音乐界
，

已属盛举称
萧友梅的学校歌曲

，
其内容主要是宣传

今
国这我、

民主
、

勤学的思想和描绘自然景色

宣扬爱国主义思想 的 作 品
，
可 以 《

‘

伶�国

爱

土 ��
、

��中华好 》 等为代表
。

二十年代
，

国正面临着列强瓜分
、 ’

军阀割据的局面
。

绝
在 《 今乐初集 》 的 “

编辑大意
”
中写道

�

现在吾国学校所有歌集
，
其曲谱多采 自外

国
，
第填词者多非谙乐理之人

，

歌词句每 与

些作品曲折地反映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

意识
，
和对祖国分裂的优虑

。

宣传民 主 思 想 的 作 品可可 以 《 民 本
歌 》 、 《 华夏歌 》 、 《 女子 体二育 》 等 歌 曲

代表
。 《 女子体育 》 勉励女青年们努力加强

身体锻炼
，
为

“
社会的健全

” 作出贡献
。

这

首歌的节奏活泼
，
音乐形象朝气蓬勃

，
能够

反映出五四时期青年人思想解放
、

奋发向上

的形象
。

嗽导青少年学生勤奋学习的歌曲
，
可以

《 暑 假 》 、 《 十二时 》 、 《 晨 歌 》 等 为 代
表

。

这些歌曲劝戒学生们珍惜光阴
，
勤思多

想
，

努力去掌握广泛的知识
，

不 要 虚 度 年

华
。

萧友梅为学生创作的大部分歌曲
，
都是

一

遨吵自然景色的
。

据作者在 《 今乐初集
·

编

辑大意 ��中 说
�

这 些 歌 曲
“
均 有 弦 外 之

意 ” ， “
婉而讽者居多

” 。

这类歌曲中亦不

乏较好的借 景 叙 怀 的 作 品
，
如 《 渐 渐 秋

探 》 ， 《 南飞之雁语 》 是感叹祖国山河破碎
之现实的� 《 新雪 》 、 《 农计 》 流露出对劳
动人民的同情 � 《 落叶 》 、 《 枯 》 等表现了
一种经得严寒

、

耐得霜雪的 傲 岸 性 格
。

当

然
，
其中也还有一些无病呻吟

、

情绪灰暗的

作品
，

甚至也有些宣传封建观念的歌曲
。

①李荣寿� 《 我对于我国学校乐歌 当改 民底 当议 》 。

载 《 音 乐杂志 》 �北京 大学 �一卷四号 �一九

二�年六 月 �
。



�萧友梅在仓�韭堂生歌曲时
�

�、
借鉴丁

歌曲的旋律秀法
，

节凑特点和曲式结构

借鉴了外国 《 暑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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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鲍音乐迢宣租节奏都较为断鲜
，

一

表现

青少年活泼
、

天真的性格
，
形 象 也 比较 贴

《 十二时 》 是一首朴实简单 的 儿 童 歌

是萧友梅创作中最浅近
、

易懂的歌曲之

一
，
适于儿童学唱

。

《 落叶 》 是一首描写悲秋愁 绪 的 抒 情

曲
，
用的是欧洲传统和声小调音阶

，

委婉中

带着几分伤感
。

从曲调的歌唱性来说
，
这首

歌属于萧友梅创作中的上乘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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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干

这里
，
调性的转换根据了歌曲内容的需要

，

因而用得自然
，

不生硬
，
冲淡了歌曲伤感的

雌青调
，
赋予主题思想以积极的意义

。

这
一代类歌曲中

， �

《 问 》 是出类拔萃的一
首

。

这首歌发表于一九二二年
，
曾在学生和

�
二 。 感 慨

知识分子阶咚中广泛流传
。 《 问 》 借鉴德国

艺术歌曲的特点
，
含蓄地唱出了当时青年人

对山河割裂
、

国家沉沦的忧虑
，
起伏的旋律

中蕴藏着无穷的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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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一 目侧 口目 ���� 叮 ��� 口 � � � ���� ��� � � � 一一� 一一口�一 曰 侧 一 巴巴】 �� ���� 口���

���亡 咭
�

泳 一 ���尸一一一
����— 一一面 面 云 画 知 知 知 ��� �肠 俪 困 知 知 钩 渔 ���� ���气脚 ，，口，�『〕 甲 �� ，目 】目 ���甘 日���

���峪 � 蓝 一 � ���广一一一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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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二二冲业吐吐些扛丛拼�沂三三烈址汪写写

歌曲在结束前改变了节奏型
，
歌声中出现了

一个从 �
’

— � �

的九度失进
，
形成了歌曲

高潮
�

荆 于 一
表达了青年们忧国忧民的以绪么但从整首歌

曲的基本情调来看
，
是偏于 消 沉 的

，
感 慨

“
华年如水

” ，
叹息

“
人 生 如 蕊

” ，
痛 感

“
秋花沉醉

” ，
却找不到积极的办法来改变

这令人窒息的现实
，

看不到光明的前途
。

歌
饱毒

曲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没和工农大
吮晚

�

众结合时的精神状态
，
音乐形象是刻划得非

常生动和典型的
。

如上所述
，
在萧友梅的许多作品中

，
存

在着模仿德国歌曲的情况
。

但在我国近代专

业音乐创作初创的阶段
， “

模仿
”
也是一种

进步
。

先有模仿
，
继而才有创造

。

从这个意

义上
，
我们应该肯定萧友梅的贡献

。

萧友梅创作的学生歌曲
，
歌词绝大部分

都是出自易韦斋的手笔
。

易韦斋的歌词在思

想上偏于陈旧
，
文笔上古奥雕琢

，
不够流畅

自然
，
节奏上又偏于琐碎

、

拗 口
。

这就不便

于群众理解和接受
。

萧友梅的歌曲流传面不

广
，
与易韦斋艰涩的歌词也有相当的关系

。

四

在萧友梅的创作中
，
爱国歌曲有着更为

重要的历史意义
。

少
一

乡持续在他整 个 二 十 年

代
。

这些歌曲
，
集中反映出他的民主革命的

思想
，

充分体现了
“
五

·

四 ” 精神对他的强

烈的影响
。

一丫《 卿云歌 》 是萧友梅自德返国后的第一
首作品

。

二九二。 牟而刚如石京只有几天
，

资嘛政扮的教育部就把他拉 进
“
国 歌 研 究

会
” ，

给他下达了创 作
“
国 歌

” 的 任 务
。

《 卿云歌 》 的歌词 ，
是根据章太炎的提议

，



采 自 《 尚书大传 》
日一相

中的古诗
。

攀�漫绳兮
，

这首古诗仅四
“
卿云烂兮 日月光华

，

复旦兮
。 ” 除去虚字

，
一共才千三个字

。

传为虞舜所作
。

通叁梅谱的助
， � �

以壮严肃穆

的音调
，

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
。

此曲被北洋政府
“ 国歌研究会

一

” 审定选中
，

经 “ 国务院”
通过颁布全国

，
自一九二一年

七月一 日开始
，
成为正式的

“ 国歌 ” ，。
虽然

这首歌曲的词意深奥
，
不好被大众所理解

，’

同时乐曲也不大好唱
，
但它终究有一定的代

表意义
，
对当时的青年具有一定的影响

。

一

些进步青年也曾将它作为中华民族音乐上的

象征
。

这里尤其应该提到
�

当一九二一年中

国留法学生因进行革命宣传而遭到法国反动

军警逮捕的时候
，
陈毅同志等在 狱 中 就 高

唱过 塔卿云歌 》 ，
借此表达祖国的尊严和不

屈的斗争精神
。

一九二一年六月创作的 《 四烈士家上的

役字碑歌 》 �胡适词 �① ，
表现出他对辛亥

革命时期四位烈士的敬慕之情
。
以英雄气概

的音调
，
颂扬了他们的 自我牺牲的精神

。

一九二四年
，
为了纪念五四 运 动 五 周

年
，

萧友梅创作了 《 五四纪念爱国歌 》 �赵
国均词 �

，
歌谱发表在这年五月 四 日 北 京

《 晨报副刊 》 上
。

这是一首进行曲体裁的创

作歌曲
，
节奏强烈

，
音调高昂

，
对五四运动

和五四革命精神作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

五 四
，

五 四
，

爱 国 的血 和 泪
，

洒 遍

东 大 陆 地
，
雄 鸡 一 鸣天 下 白

，
同 声 击 鱿 妓 胆

悸 � 爱 国 倾 同 心
，
壮 哉 此 日� 壮 截 五四�

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这样唱道
�

扫荡千古群魔毒
，

文化革新应运起
，

光大我国史
，

壮哉此 日� 壮哉五四 �

《 五四纪念爱国歌 》 曾在纪念五四活动五周

年的
“
国民音乐大会

“
上演唱

，
对宣扬五四

精神
，
歌颂五四业绩起过直接的作用

。

在萧

友梅留存下来的手稿资料中
，
我们看到他还

为这首歌曲配了管弦乐队伴奏谱
，
它和

“
国

歌
”

— 《 卿云歌 》 的乐队分谱抄在同一份

谱纸上
，
由此可见演出时是以乐 队 为 伴 奏

的
，
这也足以证明萧又梅本人是很重视这首

歌曲的
。

一九二五年三月
，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

萧友梅深为悲痛
。

后来南京中山陵建成
，
孙

中山遗体从北京碧云寺移到南京安葬
。

为了

纪念这位他所敬重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人
，

萧友梅创作了 《 总理奉安哀辞 》 ，
在悲哀

、

悠 氏的曲调中
，
流露出他对这位哲人—也

是他的导师和挚友—的深沉的悼念
。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 日 “ 济南惨案 ” ②发

①辛亥革命时 ，
杨禹昌等三人炸袁世凯

合葬于三贝子花园 �今北京动物园 �

，
未成而死

。

彭家珍炸良弼
，

成功而死
。

民国成立后
，
四人

名
“ 四烈士家

” 。

② “
济南惨案

”
又称

“
五三惨案

” 。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
，
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济南

，
屠杀中国

军民五千余人
，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

。



生后
，
萧友梅怀着炽烈的爱国心情

，
创作了

《 国耻 》 �冯国文词 �
、 《 国 民 革 命 歌 》

�姚慎词 �
、 《 国难歌 》 �戴炳鑫词 �等一

批爱国歌曲① ，
唱出了

“
打倒帝国主义 ” ，

反对
“
官僚军阀 剥 削

” �见 《 国 难 歌 》 歌
词 �等鲜明的口号

。
在这些歌曲中

，
反帝反

封建的精神和抵抗列强侵略的思想表现得很

强烈
，
很集中

。

尤其在 《 国耻 》 一歌中，

直

接把矛头对准
“
占我济南

，
杀我民众

，
阻我

北伐
，
想将我国灭

”
的日本帝国主义

，
这恐

怕可以说是我国专业创作中最早的一首 “
抗

日歌曲
” 了

。

歌曲的音调是雄壮的
，
后半部

分的果断的节奏
，
跳进的旋律

，
表现出作曲

家奔放的爱国激情
�

夕夕 口口
、

�
·

�� ��自 一一陈 �下下 �刀 甲甲砂产
』 ， � 」」� �� �〕 ���、 ‘ 恤 ‘ 、 怪怪

���� 口���卜 叼 �一 曰 」 矛矛 �， 飞
‘

曰 ��� �
一

户户 、 � �� � 祠
『
司

’ 」 �
�

， 亏 � 少 匕匕
云云卜 � 护 �一�，礴 ‘ ���� 口� 一 周周

，
� ��� � �、目

’

�尸
�『
目 即 � 州 ‘ ���

补补�夕
�

� �
，， � � ���� �】一 �� 一

『
唇 犷 肠肠

一九三一年 “
九一八事变

”
发生

，
这更

激起了萧友梅的爱国主义精神
。

在他的赞助

和支持之下
，
上海国立音专的全体师生在九

月二十三 日就成立了 “ 抗 日救国会
” ，

组织

抗 日救亡活动
，
并鼓励师生们

“ 创作爱国歌

曲
，
激励军民勇气 ” ② 。

萧友梅率先创作了

《 从军歌 �为义勇军作 � 》 �骆凤嶙词 �
。

在萧友梅的带动之下
，
音专爱国师生如

黄自
、

江定仙
、

刘雪庵
、

陈田鹤等人在短期

内创作了一批抗 日爱国歌曲
，
并编成了一本

爱国歌曲集
。

当这本歌集送出付印时
， “

一

二八
”
沪战爆发

，
因而未能印成

。

、

萧友梅爱国歌曲的可贵之处在于
�
音乐

、
王二般比较注意通俗性

，
能让群众演唱

，
音

摘上比较雄壮
，
结构上相当整齐

，
接近于群

众进行曲的体裁风格
。
他自己认为

� “ 音乐

的节奏可以指挥最大群众
，
可以统一整个民

族的举动
。 ” ③在抗战爆发之 后 他 又 说

�

“
在此国难期内

，
如环境许可时

，
应尽力创

作爱国歌曲
，
训练军乐队队长及集团唱歌指

挥
，
使他们在最短时期可以应用出去” ④ 。

他的创作实践
，
是在这样的认识 之 下 进 行

的
。

他的这些抗日爱国歌曲
，
成为后来蓬勃

发展的
“
抗 日救亡歌曲

” 的前奏
。

五

除了学校歌曲和爱国歌曲之外
，
萧友梅

还在大合唱和器乐曲这类较大型的音乐体裁

方面作过创作试探
，
留下了他作为拓荒者的

脚印万
�

�在大合唱创作方面
，
他给我们留下了两

部较大型的作品
� 《 别校辞 》 �易韦斋词 �

不。 《 春江花月夜 》 �张若虚词 ��
《 别校词 ��作于一九二四年

，
为北京女

子高等师范音乐系毕业学生而作
。

这是一部

大型的女声合唱曲
�
包括钢琴前奏

、

间奏
、

后奏及十段合唱
，
其中有独唱

、

重唱
、

三重

①均发表在 《 音乐杂志 》 �国乐改进社一卷四期
，
一九二八年十月

②参 《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 》 第十六期 �一九三一年九月

③萧友梅�

�
劝萧友梅

�

《 音乐的势力 》 。

载 《 音乐杂志 》 �音乐艺文社

�
。

�一卷二期 �一九三四年四月
《 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 》 。

载 《 音乐月刊 》 第四期 �一九三八年二月



唱
、

四声部合唱等多种组合形式
，
表现音乐

学生的生活和理想—实际上也表达了热心

音乐教育事业的萧友梅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

、

乡青红越月夜 》 是采用庸代诗人张若虚
钓著名诗篇谱成的�星声四部大合唱

，
作曲家

以此来歌烦祖国美丽如画的 河 山， 音 乐 流

畅
、
清晰

。

采甩了混声合唱
、
女声合唱

、

男

声合唱
、

独唱等多种手法
，
配合以丰富的调

性转换和钢琴伴奏织体的变化
，
来刻划春江

月夜多姿多态的美景
，
描绘人们在大自然中

的各种心情
。
其中男中音独唱 “ 可怜楼上月

徘徊
”
一段更为精彩

。

萧友梅的器乐作品
，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

《 哀悼引 》 之外，
还有大提 琴 独 奏 曲 《秋

思 》 及钢琴独奏曲 《 新霓裳羽衣舞 》 。

《 秋思 》 是一首大提琴独奏小品 ，
它以

甜美翅歌的旋律
，
表达了人们在秋天���快

，

眷恋的心情
。

钢琴和大提琴之间复调性的曲

调进行写得比较细腻
，
好象是友人在作着亲

、

密的谈话
， 一

倾诉着美好的向往
。 � �

一厂
一

《 新霓裳羽衣舞 》 作于一九二三年
。

作
‘ 着根据白居易的诗篇 《 霓裳羽衣歌 》 ， “

忖

度
”
出久已失传的唐代名曲的结构形式

，
创

作了这支由
“
散序

” 、 “
尾声

”
和中间十二

段音乐构成的大型钢琴独奏曲
。

作者称
�

此

曲的
“
曲调内容

，
以用五声音阶为主

，
表示

追想唐代之音乐也
。 ” ①这正是此曲的可贵

之处
�

它是萧友梅创作中注意到民族风格的

少数几个例子之一
。

萧友梅根据白居易传中
“
飘然转旋回雪轻

”
之句

，
把唐代霓裳羽衣

舞的舞蹈理解 为
“
旋 转 舞

”

—即 “
华 而

兹
” 。

因此他在十二段音乐 中
，
全部采用园

舞曲—三拍子—的节奏
。

虽然他在三拍

子的写法上力求作出变化
，
但仍给人以呆板

乏味的感觉
。

另外
，
出于在黑键上演奏五声

音阶较为方便的设想
，
全曲从头至尾在同一

调性—��大调上展开
，
因而也使 人 有 冗

长
、

沉闷之感
。

还要指出
�

萧友梅曾将 《 新 霓裳 羽 衣

舞 》 改编成管弦乐曲
。

乐队谱的手稿也完整

地保留了下来
。

一九二三年
，
他费尽千辛万

苦
，
在北京组织起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支小型

管弦乐队—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乐队
。

当

这支由十六名演奏员组成的乐队
，
在萧友梅

指挥下演出贝多芬的 《 第 六 套 大 乐 》 �即

《 第六交响乐 》 �的时候 ， 一

也曾演奏过萧友

梅的 《 新霓裳羽衣舞 》 ，

给听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

六

上面提到的萧友梅的这些作品
，
大部分

都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半期的北京
。

关

于这个时代北京的艺术生活
，
鲁迅先生曾用

如下的话来形容
� “ ……沙漠在这里

。

没有

花
，
没有诗

，
没有光

，
没有热

，
没有艺术

，

而且没有趣味
，
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 ” ②
荒凉

、

枯燥到了极点
。

萧友梅就是在这沙漠

中奋斗和探索的一位音乐家
。

在这沉重的沙

漠里
，
萧友梅没有失去一位真正艺术家的赤

子之心
，
他还保留着好奇心

，
有志向

，
有毅

力
，

不计成败地为中国音乐事业孜孜奋斗
。

对于这样一些在荒漠中辛勤探路的先辈
，
是

特别值得后人崇敬和怀念的
。

在萧友梅开始从事音乐创作的年代
，
中

国学得西洋近代作曲方法的人简直是寥若晨

星
。

他取来了西方近代音乐文化之
“
经 ” ，

并通过他自己的创作实践
，
迈出了我国近代

专业音乐创作的第一步
。

用现在 的 眼 光 来

看
，
他的那些作品不无幼稚之处

，
很多作品

已经成为音乐史上的陈迹了
，
但在他那个时

代
，

这却是一种创举
，
一种新事物

。

在创作思想方面
，
萧友梅也有一个发展

的过程
。

在他刚刚回国的二十年代初
，
他对

①萧友梅�

②鲁迅 � 《
《 新霓裳羽衣舞

·

序二 》 。

为
“
俄国歌剧团

” 》 �一九二二年 �
。 《 鲁迅全集 》 第一卷第���页

。



����年��月��

日是我国著名音乐

教育家
、

专业音乐

教育的奠基人萧友

上海音乐学院隆重纪念萧友梅逝世四十周年

作
，
节目有由钢琴

曲改编 的 管 弦 乐
《新霓裳羽衣舞曲》

�作品第��号 �
，

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
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

音协上海分会联合举行了纪念活动
。

��月��日上午在上海音乐学院礼堂举行

了纪念大会
，

音乐界人士及上音师生六百余

人参加
，
会议由丁善德副院长主持

，
贺绿汀

院长致词 �全文另发 �
，
曾任萧友梅秘书的

中央音乐学院廖辅叔教授详细介绍了萧友梅

的生平事迹
。

萧友梅的侄女
、

中央音乐学院

萧淑娴教授谈了有关她先叔的音 乐 教 育 思

想
、

成就和他的为人
，
专程由意大利回国赴

会的意大利藉画家萧友梅之子萧勤先生也在

会上讲了话
。

他在讲话中
，
对党和政府以及

学校为他先父举行的这次纪念活动表示衷心

的感谢
。

会后上音师生演出了萧 友 梅 的 遗

男中音独唱 《 问 》 、 《 南飞之雁语 》 ，
女声

双二重唱 《 种菊 》 、 《 雪后 》 ，
双 四 重 唱

《 泰山 》 、 《 古歌者赞 》 等
。

��日上午在上音小礼堂还举行了回忆座

谈会
，
出席的有贺绿汀

、

丁善德
、

谭抒真
、

萧淑娴
、

廖辅叔
、

萧勤
、

张隽伟
、

窦立勋
、

陈良
、

姜瑞芝
、

王浩川
，
以及当时音专校友

王云阶
、

陈传熙等数十人
。

最后萧勤将他先

父未发表的����年��月在德国为纪念黄兴
、

蔡愕两先烈而创作的管弦乐曲 《 哀 悼 进 行

曲 》 的分总谱献给上海音乐学院
。

纪念活动上
，
上音图书馆资料室还编发

了萧友梅的简略年表
，
橱窗里展出了萧友梅

生前的煦片
。

�赵节明 �

�
‘护、八户、八护、 八洲、八夕粉�勺、护、八洲、护叼 、尸切气入夕、八护勺甲 、“侧勺侧 、 入沪、八 �

八八
�

汽人户、 �沪�勺、
‘夕、八尸、八户、�八沪、入八护凡夕甲、护、协讨、八护、产甲 、护‘护勺叼 、�八护勺�勺、沪、入砂、 八护、八八“勺、扩洲

民族音乐的重视是不够的
。

那时
，
他认为将 乐的骨干是民族性的问题

，
就比他二十年代

来发达了的中国音乐会和西洋音 乐 一 模 一 的认识有了显著的进步
。

可惜他从二十年代

样
。
他说过

� “ 本来不能叫它做西洋音乐
，

末以后全力奔波于音专的校务工作
，
基本上

因为将来中国音乐进步的时候还是和这音乐 停止了音乐创作活动
，
因而在创作上未能体

一般
，
因为音乐没有什么国界的

” ① 。

这种 现出来
。

认识当然是不正确
、

不全面的
。

后来
，
随着 萧友梅先生逝世至今四十年了

。

他那种

时间的推移和他自己音乐实践活动的深入
，

为发展我国音乐事业而苦心孤诣
、

生生不 己

他的认识发展了
，
尤其是赵元任的具有民族 的精神

，
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

他生前所刻

风格的创作对他有很大的启发
。

到了三十年 意追求的理想是
� “ 他 日世界音乐中

，
或尚

代初
，
他说

� “
余并非主张完全效法西乐

，
能容吾国占一席地乎� ” ④发展我国音乐 ，

不过学得其法
，
藉以参考耳

。 ” ②后来还说 使之雄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重大责任
，
就落

过
� “

我之提倡西乐
，
并不是要我们同胞做 在今夭音乐工作者的身上了

。

追念先人
，
我

巴赫
、

莫扎特
、

贝多芬的干儿
，
我们只要做 们唯有加倍努力才是

。

他们的学生……音乐的骨干是一民族的民族 八�年十一月
，

北京
。

性
，
如果我们不是艺术的猴子

，
我们一定可 附注

�

本文写作过程中
，

承文化部文学艺术

以在我们的乐曲里面保存着我们的 民族性
，

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提供所 藏 珍 贵 资

虽然它的形式是欧化的
。 ” ③这里提到了音 料

，
特表示衷心的感谢 �

①萧友梅� 《 什么是音乐�
《 音乐杂志 》 �北京大学

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
，
什么是乐学� 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 》 。

载
�一卷三期 �一九二�年五月 �

。

②萧友梅 � 《 听过来维思先生 �� � 。
���� � �讲演中国音乐之后 》 。

二十三—二十八期合刊 �一九三二年 �
。

③萧友梅� 《 音乐家的新生活
·

绪论 》 �一九三四年 �
。

载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 》 第

④萧友梅等人� 《 乐歌社缘起 》 。

载 《 音乐杂志 》 �北京大学 �二卷五期 �一九二一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