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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先生一生从事音乐教育
，
是我国

近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亚的奠基人
，
我国第一

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
就是他

在倡导
娜
美育哟蔡元培先生的大力支持下

，

采用西方科学的音乐教育制度创办起来的
。

为了推进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
他在学校

里和社会上广泛地系统地向人们介绍西方不

同时代的音乐家
、

音乐思潮
、

音乐理论和音乐

作品
，
他的活动对于西洋音乐在我们的普及

，

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

然而
，
却也有人鉴于以上这一点

，
便认为

萧友梅护生似乎只是热衷于西乐
，
只知道向

西乐靠拢
，
甚至认为他精心创办的国立音专

，

就是
“
全盘西化

”
的典型

。

我认为这是在
“
左

”
的氛围下形成的一种

—一———
·

学生园地

偏见
。

如果我们对先生一生的业绩再作一番

历史的全面的考察
，

便会发现
�
他是一位对于

振兴民族音乐文化怀有满腔热忱的音乐家
。

最近
，
萧先生创办的学校—昔 日的音专

、

今

天的上海音乐学院—为校庆��周年
，
编辑

了 《萧友梅音乐文集 》 。

在这一包容了萧先生

自����年以来绝大部分音乐论著的集子中可

以看到
，
他在大力介绍

、

研讨西洋音乐的同

时
，
对我国的传统音乐也作了广泛和深入的

探索和研究
。

其中
，

特别是 《 旧乐沿革 》 一

文
，
对于消除长期来对萧友梅先生的偏见

，

最具有说服力
。

这篇引日乐沿革 》是萧先生于����年初为

音专开设
“
国乐概论

”
课所编写的讲义

，
原来

有音专刻写的油印本传世
，
可惜的是年长 日

久
，
今天已难以觅见 �钱仁康教授曾保存过

一本
，

上面并有他听课时所作的许多记录
，

不幸的是因遭
“
文革

”
的劫难而 佚 失�

。

幸

好
，
在上音的资料室里

，

还存有这部论著的

作者手稿
，
现在

，
已经由《 萧友 梅 音 乐 文

集 》编辑小组进行了整理和注释
，
并请廖辅

叔先生作了校阅
，
将要在

“
文集

”
中公诸于世

了
。

这部论著除了曾被在少数几篇纪念萧先

生的文章中提到过它的名字外
， 从来没有引

起过重视
。

为此
，
有必要对它的写作成因作些

介绍
。

我们知道
，

自从西洋音乐被输入到近代

中国以后
，
对于中西两种音乐文化应持什么

态度
，
便成为音乐界所关注的热点

。

在��年

代
，
就曾发生过这方面的论争

，
当时的 《 国

闻周报》 � ����年��卷 �� 期�刊 有张玩吉的

《 中国本位音乐 》一文
，

其中列举了当时音乐

界各方面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
并归纳为

两种观点
，
即

�

一种观点主张
“
采取西洋的

技术
，
将中国传统的器乐和声乐彻底的整理

与改进
，
�使之�成为东西方之混合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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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观点则主张
“
惟有摒弃洋什

。

专从事 于 国

有乐器乐典之搜寻研究
。

综合各派
，
集合专

家
，
川分工合作精神

，
寻求一代表的音乐

，

以求中国本位音乐之发达
，
在世界艺坛另树

一帜
。 ”
在这两种相互分歧的观点面前

，

萧友

梅采取了更为严谨的态度
。

他认为
，
与西洋近

代音乐的长足发展相比较
，
中国传统音乐文

化�他称之为
“
旧乐

”
�的

“
不振

” ，
已是无可争

辩的事实
。

在他看来
，
在这一事实面前

，
最

要紧的是先要弄清楚中国旧乐所以不振的原

因
，
然后才能采取使之重新振兴 的 正 确

一

仃

法
。

可以说
，
他的绝大部分研究中国传统音乐

的论著
，
都贯穿着探究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迟

滞的原因和寻找解救之法的 目的
，
而 《 旧乐

沿革 》就是他为此而进行更为系统的 历 史考

察所写成的一部著作
，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

表他在这方而的研究成果与主要观点
。

正如

他在这一论著的
“
卷头语

”
中所说

� “
我 们 除

要很虚心地把我们旧乐的特色找出来以外
，

也要把它的不进化的原因和事实
，
一件件的

找出来
，
教给我们学音乐的同志作参考

。
一

…将来整理改进旧乐时
，
总所 以得到一点补

助吧
” 。
他便是循着这一设想

，
以严谨客观的

治学态度
，
写下了这部中国古代音乐通史性

质的著作
。

《 旧乐沿革 》手稿正文共 连����余 字
，
原

有
“
附录

” ，

为配合正文之图表
，

谱例和书目

等
，
可惜已经散失

，

仅剩残页
。

全文在
“
卷

头语
”
之后

，

共分三大部分
。

第一部分为上

古时代
，
主要叙述周代前后的音乐概况 ， 第

二部分为中古时代
，
作者以汉晋与南北朝

、

隋唐五代作为两大分期进行讲述
� 第三部分

为近古时代
，
主要叙述宋元明至清乾隆末年

的音乐状况
。

这三大部分是作者根据他的音乐史要素

进行写作的
。

早在��年代初
，
萧友梅在北京

大学音乐研究会的 《音乐杂志 》上发表 《 普通

乐理 》教材时
，
就谈到了构成音乐史诸要素

的问题
。

后来
，

他在以 《普通乐理 》为基础撰

写的 《
普通乐学

》 一书中
，
又作了进一步的阐

述
。

在此书的第十章
“
音乐发达的梗概

”
中萧

友梅写道
� “
研究音乐史第一件要知道的是

‘

‘
音乐史的要素是甚么�

’
象得我们二十四史

里头的音乐志�或礼乐志�的样子
，
单把历朝

的乐官制度同祭祀用的乐器数目 和 陈设 法

〔所谓乐县宫县等�记载一下
，
不郎就算是音

乐史
，
音乐史的内容

，
大概是底下所列六项

事项的沿革与音乐家的生活
。

就是
�

�
，

音阶的组织
。

�
�

乐器的音域与构造法
。

�
�

记音法与乐谱的组织 ‘

�
�

乐曲歌曲的组织

�
�

音乐理论的变迁
。

�
�

音乐教育机关与音乐教授法
。

�
�

音乐家传记
。 ”

以上所说的
“
七要素

” ，
在 《 旧乐沿革》第

一部分的开头
，
作者却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

，

即
�

�
�

乐器的构造和音域如何�

�
�

乐曲的组织和作冈汝盯何�

�
�

乐曲所用的调式如何
，
音律如何�

�
�

音乐家的传记�尤其是作曲家�如何�

�
�

对于音乐本身的观念如何
，
音乐与人

生的关系如何�

两相比较
，
后者虽然减少了一些分列项

日
，
但却增加了对于音乐与人生的关系以及

音乐观的变迁的关注
，
应当说

，

这是提高了

观照音乐历史的层次
。

《 旧乐沿革 》 全文即按
�

�述五个方面展开

论述
，
而在分别论及各朝代这些方面内容的

同时
，
作者又根据实际情况对每丫朝代的某

一方面作有所侧重的讲述
。

例如
�

对周代
，

侧重讲述其乐官制度
、 、

音乐教 育和 包 含 在
《乐记 》 中的音乐哲学 � 对隋

、

唐
，

’

侧重讲述

宫廷乐工盛况与训练机关 以及宫调理论之异

同与变迁，
双宋

、

元
、

明
、

清
，

则侧重讲述

乐谱之演进以及键盘乐器输入中国 之 经 过

等 � 而关于乐器
、

乐曲
，
乐律和音乐制度之

一 斯 �



变迁的论述
，

则贯串于全文的始终
。

关于历子七乐器�包括乐队�沿革的排比论

述
，
是 《 旧乐沿革 》全文中最为详尽的部分

。

作者对每一朝代出现的主要乐器种类
、

构造

形制
、

音律音域
、

组合方式等均一一介绍
，

并分别列成醒 目的乐器表以供浏览
。

对于乐

器的分类不再拘泥于传统的
“
八音

”
分类法

，

而是参照西洋方法
，
对各朝代的乐器均按击

乐器
、

吹乐器
、

弦乐器等分类
。

作者除在
“
上古

时代
”
中

，
对周代以前和周代的主要乐器钟

、

磐的制作法
，
以及围绕着乐队组合与训练的

乐官制度详加研讨外
，
在汉

、

晋以来各朝代的

章节中
，
则特别侧重于梳理汉民族固有乐器

和新传入的外来乐器相辅相成地发展的历史

线索
，
指明了自汉

、

晋至隋唐
，
在乐器发展

这一环节中所显示的吸收与融合外来音乐文

化
，
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

而在
”
近古时代

”
的

“
键盘乐器输入中国之经

过
”
一节中�此节以 《键盘乐器输入中国考 》为

题
，
于����年 �月发表在音专的 《林钟 》不定

期刊上 �
，
作者则对管风琴

、

钢琴
、

有簧风

琴和五线谱乐理等传入中国的经过
，
以及它

们何以未能真正作用于中国音乐的发展的原

因
，
作了十分周详的考据和相当深入的论述

。

萧氏指出
�
尽管这些对近代西洋音乐的发展

起过重要作用的键盘乐器和五线谱乐理
，
自

元
、
明

、

清以来屡有传入中土的记载
，
甚至

也得到过宫廷的采用和士大夫的赞赏
，
但终

因仅仅将
“
这些乐器保存在宫中

，
并没有教

民间有听到演奏的机会
” ，
讲述五线谱乐理的

《律吕正义 》续编
， “
又不设校教习

” ，
因此

“
仍

等于未传入中国一样
” 。

而对比近数十年来

自教会学校到本国学校教育发展以来
，
将风

琴
、

钢琴及记谱法
“
传授与吾国男女青年

” ，

从而真正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作用
， “
可

见学校教育的力量如何伟大而迅速了
” 。
在这

里
，
作者是借此论述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

夫的固步自封与唯我是尊
，
对于吸取外来音

乐文化以促进本国音乐文化发展所起的阻碍

作用
，
并对自己的以音乐教育推进中国音乐

文化的主张作了论证
。

此节文字和据此发表

的 《键盘乐器输入中国考 》 一文
，
是在中国古

代音乐史研究中最早系统论评西洋音乐传入

中国的早期史实及其历史经验的著述
，
后来

不少中国音乐史著作中对这一方面的论述
，

或多或少都引用过萧氏在此首先 开 掘 的 史

料
，
或吸取过其中沟观点

。

历代歌曲乐曲的结构与风格以及它们的

演唱与演奏概况
，
也是全文阐述的主要部分

。

萧先生在 《复兴国乐我见 》 一文中曾就整理旧

乐问题指出
� “

考我国旧乐之丰富处
，

不在

理论乐律
，
亦不在乐器与演奏技术

，
而在于

词章与曲谱
” 。

这一见解具有现实 意 义
。

因

为先生认为
，
我们今 日研究旧乐沿革

， “
实际

上与
‘
考古

，
无异

” 。

也就是说
，
我们整理旧

乐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要将遗留下来的词

章与曲谱
“
对号入座

” ，
变成音响

，
从而帮助

我们现代人了解以往不同时代的音乐状况
，

并吸收其中之精华
，
来丰富繁荣并发扬光大

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
。

因此
，
作者在手稿中

不仅对周
、

汉
、

晋
、

隋
、

唐至宋
、

元
、

明
、

清的歌曲乐曲内容进行分别阐述
，
而且还尽

可能作各有侧重的具体剖析
。

如对周代 《 诗

经 》的风
、

雅
、

颂在词曲编配上
，
应依据情

感而不应以一字一音机械地编配任何一曲
，

作了仔细的分析论述
。

对唐宋以来的作曲盛

况
，
萧氏作了详尽的描述

，
而又对何以那时

的歌曲乐曲
“
流传下来的却极少

”
作了探讨

。 、

萧先生以为这是由于以下这些原因造成的
�

�一�是统治阶级与士大夫的轻视与排 斥 所

致
。

纵使象唐太宗和唐玄宗等那么推崇喜爱

音乐
，
并亲自作曲赋歌

，
但是也仅仅视音乐

为消遣娱乐的一种
，
因此

，
他们的作品不能

流传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
�二�是受

“
秘而

不传
”
的影响

。

封建社会文人相轻
、

自名清

高的风气阻碍了音乐的流传与发展
。
�三�是

缺乏理论知识之故
。 “

训练乐工太过偏于技

术方面
” ，
而不重视乐理的训练

。
由于

“
只求

一 ��一



技艺学好
，

就可出台表演
” ，
乐工

“
索性用背

诵的法子去学习
” ，
由此

，

势必影响记谱法

的推广与进步
，

曲谱的不能流传也就可想而

知了
。

从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了
，
萧氏

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发展迟滞的根本原因
，
就

在于封建社会制度对于文化进步的阻碍
。

乐律与乐谱的沿革内容
，
作者基本上参

照王光祈的 《 中国音乐史 》 ，
但在乐律方面仍

有所补充三如在中古时代
“
乐律的发展

”
中增

加了
“
晋苟箭所制十二笛

” ，
近古时代

“
宋以

后乐律之研究
”
中增加了

“
玄哗�清康熙�的十

四律论
”
等等

。

此外
，
作者对周代音乐哲学的阶段划分

，

代表了作者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一

种独特见解
� “
周代的音乐哲学不外建 筑 在

假设
、

实际
、

理想三个阶段上
，
以

‘
德

，
为基

础
，
以

‘
礼

，
做陪衬

，
而用

‘
和

’
来贯通三级

” 。

寓深奥的哲理于简括的语言之中
，
可以想见

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探究的程度
。

综观 《 旧乐沿革》全稿
，
我以为把它视为

第一部系统化的
、

简洁实用的中国古代音乐

史教材是合情合理的
。

因为
，
萧友梅这部中

国音乐史
，
面广点清

、

层层序进地为人们展

示了中国历代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
。

同时他

一再强调
� “
吾人研究我国音乐史

，
当然要有

现代的眼光
，
但去批评吾国某时代音乐时

，

必定要拿同时代的西洋音乐进化情形 来 比

较
，
方可得到一个公平的结论

” 。

因此
，

他对

中国传统音乐从不加以简单的肯定
，
也从不

加以简单的否定 �比如
，
他在充分肯定隋唐

音乐繁荣的同时
，
否定了教坊的制度

，
认为它

还不能使学音乐的人得到全面系统的学习与

训练
。

且时时以西洋音乐相比较
，
探寻我国

中国音乐之所以逐渐不发达的原因
， �

教我们

学音乐的人激起爱国热忱
，
在对中国传统音

乐进行历史反思之后
，
重新审视其固有价值

，

共同振兴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
。

这
，
恐怕就是

我们发掘这部鲜为人知的史稿的意义所在
。

如果从中国音乐史学科本身的发展史来看
，

对萧先生的这部著作更是应当引起足够的重

视
，
因为以往我们仅仅知道在二

、

三十年代

已先后出现了叶伯和
、

郑觑文
、

王光祈
、

许

之衡先生等的中国音乐史著作
，
那么

，
现在就

不应忘记
�

当时还有萧友梅先生的这部实际

应用于专业音乐教学的简约而博大的中国音

乐史教材间世
，
它同上述几位先生的书稿一

样
，
同属于近代中国音乐史学开创性 的 著

作
。

一 盯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