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

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萧友梅逝世 �� 周年纪念活动述评

仇 符

“
我感到举办这样规模的纪念活动

，

在旧中国不可

能
，

在解放后的十七年里也不可能
，

更不用说在文化大

革命中了
�

我想强调的是
，
只有在中国政府十多年来一

再重申并坚持改革开放
、

坚持实事求是
、

重视发展民族

音乐文化这样的大环境下
，

中央音乐学院才能举办这样

内容的纪念活动
。 ”

这实实在在的一段话
，

是专程从意大利回国参加纪

念活动的萧友梅长子
、

著名画家
、

米兰美术学院教授萧

勤先生在纪念大会上讲的
。

于 ����年 �� 月 ��一�� 日

举行
、

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萧友梅逝世 �� 周年纪念

活动
，

是 ����年首都音乐界的重要事件之一 �也是现代

音乐史上值得一书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音乐活动
。

其

内容之丰富
，

可说是无前例的
，

它包括五项
�

萧友梅塑像

揭幕式
，

纪念会
，

作品音乐会
，

学术研讨会�我国音乐界

首次举办�
，

生平事迹图片
、

乐谱
、

著述展览等
�

而中央音

乐学院之所以这样隆重纪念
，

院长于润洋教授在纪念会

开幕词中说得也很实实在在
� “
萧友梅先生为中国的音

乐文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

创造了不朽的业绩
�

今

天我院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

就是为了学习和发扬萧

友梅先生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
，

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秀

音乐文化
，

学习萦先生艰苦创业
、

勤俭治校的办学精神
，

学习他勤奋
、

刻苦
、

严谨的治学态度等等
。

萧友梅永远值

得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缅怀和纪念
。 ”
正因为如此

，

音乐

学院便把为萧友梅塑像揭幕①列为纪念活动的第一项
。

其重要意义正如萧友梅先生当年的学生
、

现任中国音协

主席李焕之在纪念会上的发言所说
� “
这位中国现代音

乐教育的先驱者
、

开拓者
、

奠基者的塑像
，

在我国首都的

高等音乐学府内竖立起来了
，

也是竖立在他最早开拓
、

创业的地方—中国的文化古城北京
�

这样
，

我们能时

常缅怀萧友梅先生在中国音乐文化建设上所创立的光

辉业绩
。 ”

是的
，

萧友梅先生永远值得音乐工作者缅怀和纪

念
。

因为我国现时的新音乐文化
，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

它是历史地发展而来
� “
我们必须尊重历史

，

决不能割断

历史
”
产因为

“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
我

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
承继这

一

份珍

贵的遗产
” 。 。

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并在 日本加入同

盟会
、

辛亥革命后任总统府秘书的萧友梅
，

在政治上是

一位坚定的革命民主义者
，

爱国主义精神贯串于他毕生

的实践活动中
。

在音乐文化上
，

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音

乐教育家 �其次又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在音乐创作

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作曲家和在音乐研究方面作出富

有创造性探讨的音乐理论家
�他还是一位很有声望和社

会影响的音乐活动家
�

确实
，

给萧先生冠以这些称号是

合适的
，

尤其是在我国二三十年代那个社会历史背景

上
，

这
“
四家

”
萧友梅是当之无愧的

。 ④在我国现代音乐文

化史上
，

萧友梅的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然而
，

在相

当一个时期内
，

却并没有给萧友梅以历史的公正的评

价
，

种种责难或诬言加在他的头上
，

甚至在有些人眼里
，

他简直是个
“
罪人

” 。

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以来
，

情况开始改变
。

���� 年

�� 月
，

北京
、

上海都举行了萧友梅逝世 �� 周年纪念活

动
。

当时中国音协副主席
、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洞司志

在首都音乐界的纪念会上
，

充分肯定了萧友梅在我国近

代音乐事业上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

并号召开展一个
“
从

萧友梅到聂耳的诀家运动
， 。

但多年来
，

由于种种原因
，

赵洲司志的意见并没有引起音乐界的广泛重视
。

专业 音

乐学校的有些学生竟然不知道萧友梅为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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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封二�

这次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主办上述内容的纪念活动
，

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
，

也是开了一堂生动具体的现代音乐史教

育课
。

尤摹是在国内音乐界首次举办萧友梅学术研讨

会
，
更富有重要意义

，

它说明赵讽同志十年前的号召今

天终于得到了响应和落实
。

萧勤先生也有鉴于此
，

他建

议并委托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一起
，

筹办一个

民间性的学术团体—萧友梅研究会
。

这个组织一旦成

立
，

我们就有较好的条件对萧友梅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

究与总结
，

这对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

文化
， “
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⑥ 。 ”

这次纪念活动
，
贯彻并体现了

“

尊重历史
” 、 “
实事求

是
”
这一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

、

根本点
。

不管是纪念会上

几位代表的讲话⑥ ，
还是学术研讨会上每个人的发言⑦ ，

也不管是当年亲身受业于萧友梅的学生
，
还是相隔二代

或三代的后生
、

学子
，

大家都从客观的事实出发
，
恰如其

分地对萧友梅进行评述
。

这些讲话和发言
，

将由学报编

辑部汇编成《萧友梅逝世 �� 周年纪念集 》 ，
公开出版

，

以

飨读者
，

并供研究参考
。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
，
在过去相

当长一个时期内
，

一些人曾经认为萧友梅只崇拜西方音

乐
，
不重视民族音乐

，

是一位音乐的
“
全盘西化

”
论者

，

这

是不公正的
，

错误的
。

正如梁茂春副教授在纪念会上的

学术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
今天在那么多事实面前

，
可以

证实萧友梅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用心最勤
，

感情极深的音

乐家之一
。

他毕生的理论著述
，

绝大部分都是在研究
、

分

析中国音乐的传统和现实
。 ”
今天是实事求是地还历史

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

这次纪念活动
，
得到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与关

心
。

出席纪念活动塑像揭幕式或纪念会
、

音乐会
、

研讨会

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
，
全国

政协常委
、

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
，
民革中央副主席

、

全

国政协常委李椒豁文化部前代部长
、

中国音协顾问周

巍峙
，
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

，
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

、

副

主席兼党组书记孙慎
，
音协副主席

、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

院长赵讽
，

中国文联副主席吴祖强
，
文化部机关统战部

， 、 �

和教科司有关领导
，
以及萧友梅当年的学生

、

著名音乐

家喻宜营
、

江定仙
、

易开基
、

陈振铎等等
�

参加纪念活动

的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

人民音乐出版社以

及首都音乐报刊和新闻单位的编辑
、

记者们
。

萧友梅先生不但重视专业音乐教育
，
而且对师范音

乐教育和中小学音乐教育也十分重视
。

除中央音乐学院

的师生代表参加外
，
中国音乐学院

、

北京第三师范学校

的部分师生也参加了纪念活动
。

决味

我国著名画家吴作人
、

萧淑芳夫妇抱病为这次纪念

活动题词
、

作画
。

吴先生的题词是
�“
艺术首先有民族性

，

才有世界性
。 ”
概括地体现了萧友梅的音乐观

�“
我国作

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乐时
，

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作风
，
足

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

…… 。 ”
萧先生画的是君子兰

，

题名为
“
高洁

” ，

形象地表 朴

协

述了萧友梅一生的为人品德
。

吴老夫妇的书
、

画
，

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品
，

而就其内

容来说
，

不仅具有学术价价值
，

而且对目前文艺界存在

的某些糊涂思想和不正之风来说
，
还具有 重大的现实 �

意义
。

萧友梅先生在京亲属十多人出席了纪念活动
，

一

位亲属十分高兴地说
� “
中央音乐学院这次隆重举办萧

友梅逝世 �� 周年纪念活动
，

等于为萧友梅彻底平了

反
。 ”

萧友梅辞世整整半个世纪了
，

中国发生了翻天租地 训丫

的变化
。

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景况早与二三十年代不可

同日而语 �萧友梅孜孜以求地振兴中华民族音乐文化
，

使之自立于世界音乐舞台的宏愿
，
已经开始实现

。

正如

李焕之在纪念会发言中最后所说的那样
� “
回顾我们所

经历过来的峥嵘岁月和艰辛的创业途径
，

使我们更加感

奋
、

更加崇敬这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
、

革命的民主主义
、

者
，

萧友们先生为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开拓创业精神利
’

他的光辉业绩必将万世流芳�’’

萧友梅先生安息吧�

①塑像由文化部、。部长陈昌本
、

中央音乐
，
争院院长于润夕

共同揭幕
，
院党委书记陈自明

、

副院长刘霖向塑像敬献

幕式由副院长徐士家主持
。

为了缅怀和纪念卓有成就的

乐家
，

中央音乐学院还将为冼星海
、

聂耳
、

黄自制作塑像
，

届时

亦将举行隆重的揭幕式
。

②见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
����年 �月北京第一版 ���

页
。

③⑤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同上

，
��� 厂

④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年第四期苏虞民一文
。

⑥在纪念会上讲话的还有 �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梁茂春作了题为 《拓荒者的足迹 》的学术报告 �萧友梅的侄女

著名音乐教育家萧淑娴和萧友梅当年的秘书
、

中央音乐学院毛

乐研究所教授廖辅叔分别作了《纪念�叔萧友梅 》和 《有关萧热
生二三事》的发言

。

易开基
、

陈振铎
、

段平泰
、

吴祖强
、

廖辅叔
、

梁茂春
、

李淑琴
、

⑦先后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有赵护风�喻宜查 、

沈湘
、

江定

和
、

姜夔
、

李岩
、

罗愿
、

俞玉姿
、

居其宏
、

魏廷格
、

刘玲
、

黄礼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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