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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大提琴作品《秋思》的时代风格与艺术成就

张宝君

（浙江音乐学院 管弦系，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４）

摘　 要：《秋思》（作品第 ２８ 号）是萧友梅的重要器乐代表作之一，也是近代西方音乐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

的成果。 作为迄今为止有史料考证的最早的中国大提琴独奏作品，它以悠扬如歌的旋律抒发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赞美与眷恋之情。 作品满载时代文化气息，以西方“夜曲”题材为依托，将西方创作理念融合于中国

器乐作品当中。 对作品结构、调式与调性、和声与器乐声乐化风格等多方面的解读有助于更深层地理解作

品的创作特征与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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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友梅是我国近代具有影响力的音乐教

育家、音乐理论家与作曲家，将毕生的精力都

投身于教育事业。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创始

人之一，他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萧友梅以自己的坚毅信念

大刀阔斧地推进中国的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实
现了诸多为后人所效仿的创举。 在教学中，萧
友梅强调音乐训练的目的是使学生懂得如何

将精神、思想与情绪通过适当的形式表现出

来，而且要以传统民间的音乐材料为创作基

础，甚至要求“中国人的音乐作品必须有中国

风味” 。 萧友梅在早期的音乐教育实践中就

已经积蓄了弘扬中国民族文化的力量， 《秋

思》正是他在民族音乐实践探索过程中的丰

硕成果之一。

一、中国大提琴作品之先河

萧友梅曾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东京音乐学

校和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并在莱比锡音乐

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在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的

留学经历，使萧友梅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

明显受到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欧洲音乐思潮

的影响。 ２０ 世纪初的欧洲乐坛，浪漫主义乐派

刚刚走过光辉的顶峰，西方印象主义风格正逐步

趋于成熟。 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等 ２０
世纪的音乐巨匠在扎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
逐步凸显出其独创性风格与深刻的影响力。［１］萧

友梅深受当时西方复调、和声与织体等创作手法

的影响，但在传授西方作曲理念的同时，又特别

强调学生对本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学习，而并非将

音乐教育全盘西化。 《秋思》正是他在探索民族

器乐作品创作的道路上诞生的，同时也开创了中

国大提琴作品的先河。
作品原载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乐艺社刊物

《乐艺》①季刊第 １ 卷第 ３ 号（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题
为“秋思，ＮＯＣＴＵＲＮＯ，附大提琴补足调（ｗｉｔｈ Ｖｉ⁃
ｏｌｏｎｃｅｌｌｏ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萧友梅作，０ｐ．２８”，共计乐谱

４ 页，并附“大提琴补足调”分谱 １ 页，注有“Ｆ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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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Ｐｒｏｆ．Ｓｈｅｖｔｚｆ”，即“佘夫磋甫教授编订指法”②。
关于原题名中的“大提琴补足调”，萧友梅用了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助奏）一词加以说明。 以此曲作品编

号推测，当是作者在留学德国期间的创作［２］。
《秋思》以“补足调”的形式呈现，意味着大提琴

与钢琴之间形成复调，旋律呈双声部进行，保持

默契与平衡的关系，作品也因此更为丰满。 作品

的西班牙文标题为“夜曲”③，由此标题也可看出

萧友梅在这一时期浓郁的西方浪漫主义情怀。
《秋思》直至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才在“萧友梅逝世 ５０
周年纪念音乐会”上由大提琴家曹玲和钢琴家罗

霄于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首次公开演出。［３］全曲

基调唯美而优雅，创意新颖，乐思完整，犹如一首

美丽的赞美诗。 萧友梅通过这首作品对低音乐

器作品的创作进行了尝试，《秋思》也成为中国

早期浪漫主义器乐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二、如诗的夜曲

萧友梅，字思鹤，又字雪朋，据他在德文证书

上正式名字的拼音，雪朋写作“Ｃｈｏｐｉｎ” ［４］，当是

出于他对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仰慕④。 肖邦的夜

曲以其独特的波兰民族气质在古典音乐界独树

一帜，在当时的欧洲风靡一时。 萧友梅以肖邦、
莫扎特等名家为榜样，对他们的音乐亦有透彻的

理解。 他在留学期间就曾以“夜曲”为体裁创作

器乐作品，其中包括他在 １９１６ 年创作的钢琴独

奏作品《夜曲》 （Ｎｏｃｔｕｒｎｅ），作品第 １９ 号。 这首

作品的构思和布局也与肖邦著名的作品第 ９ 号

第 ２ 首《 ｂＥ 大调夜曲》十分相仿，如 １２ ／ ８ 的节

拍、伴奏织体、大量使用装饰音与回音，以及结束

部分钢琴右手华彩等，可见肖邦的作品对萧友梅

初探西方音乐结构有着深远的影响。
《秋思》的篇幅不大，犹如欧洲的艺术歌曲，

却采用了复三部曲式结构（图 １）。 在西方曲式

创作手法的影响下，《秋思》结构布局考究，逻辑

脉络清晰，主题首尾呼应，由此也体现出萧友梅

如德国音乐家般对曲式结构严谨的态度。 Ａ 段

为二段结构，分别是主属关系的两个调性，而且

各乐段之间相对独立，这也是确定曲式“复三部

曲”的标志，旋律平稳而富有诗意；Ｂ 段以小调与

Ａ 段的大调进行鲜明的对比，抒情的小调在百感

交集之后回归平静；Ａ′段不完整地再现了 Ａ 段，
音程远而跨度大，以抒发作曲家内心深沉悠远的

情怀。

图 １　 秋思全曲结构

作品的结构注重乐句间的转换与关联，过渡

句的承接作用使得乐思自然流畅。 Ａ 段包含 ３２
个小节，结构完整，乐句对仗工整，并以大调呈

现，表达了进步青年乐观与积极的态度。 Ｂ 段包

含 ２８ 个小节，乐句较随性但乐思连贯，突显出思

绪的活跃性：该段的前部分以小调呈现对比主

题，抒发了作曲家忧国忧民的情感；后部分转为

大调，为主题的再现做了铺垫，即由属调 Ｂ 大调

进入再现段的主调 Ｅ 大调。 再现段 Ａ′仅有 １０
小节，以浓郁的情感对 Ａ、Ｂ 段进行了渲染升华。

②

③
④

佘夫磋甫是俄国大提琴家，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曾任教

于伊尔库茨克国立音乐学院、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１９２８ 年开

始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大提琴教员兼大提琴学科主任。
“夜曲”的西班牙文为 ｎｏｃｔｕｒｎｏ，英文、法文为 ｎｏｃｔｕｒｎｅ。
萧友梅在德国留学时期（１９１３—１９２０），曾在莱比锡音乐学院

理论作曲系攻读音乐理论与作曲，又在柏林施特恩音乐学院

学习指挥、配器和合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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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型的器乐作品，全曲体现出西方曲式的严

谨性与丰满感。
在调性方面，全曲以 Ｅ 大调为中心，乐段分

层次按西方主属、同名大小关系调等对应延伸出

Ｂ 大调和 ｅ 小调，转调的灵活运用使作品的色彩

饱和度提升。 在萧友梅的创作早期，这种调性的

转换手法多运用于西方风格作品，如他于 １９１６
年创作的作品第 ２０ 号《弦乐四重奏》。 而从《秋
思》开始，这种西方的转调手法已被运用于中国

风格作品的创作之中，这既体现出萧友梅在创作

技法上的巨大进步，也体现了他尝试将西方创作

手法融入中国作品的不懈努力。
秋为“景”，思为“情”，情景交融中“秋”为

“思”带来一丝凉意，这种寓情于景的作品内涵令

人浮想联翩。 作品中大提琴与钢琴两个声部在此

情此景中始终保持着默契，时而相互谦让，时而并

肩前行。 大提琴独奏犹如诗人，而钢琴声部犹如

少女，两者似在漫步与交谈，由此衍生出的对新生

活场景的描绘极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在织体的构

建上，遵循夜曲的伴奏形态，钢琴左手部分是八分

音符徐缓前行，呈琶音式的分解和弦构成伴奏音

型，整体平稳而统一，与旋律声部呼应并贯穿全曲。
作品伊始，钢琴在 Ａ 段以 Ｅ 大调奏出委婉

的主题，大提琴的绅士形象由此展现，似在聆听

钢琴的诉说并随之附和，景清而心淡（谱例 １）。
大提琴首句停在非主非属的＃Ｇ 音上，乐句中断

但未曾有静止之感。

谱例 １　 呈示部 ａ 句

随着第二乐句（ｂ 句）大提琴以＃Ｇ 音接过前

句继续“诉说”，旋律位置被突出以表现主角形

象。 此时大提琴与钢琴呈现出倒影式的双声部

线条（谱例 ２），此段音程进行平缓，但两者在旋

律的流动中仍跨越出一个八度的音区，以琶音到

达高音 Ｓｉ，并在乐句收尾时交汇，共同明确了主

和弦的地位，由此奠定了全曲的基调。

谱例 ２　 呈示部 ｂ 句

第二乐段遵循西方调性功能的逻辑关系，在
副部主题上以 Ｂ 大调承接，以此作为 Ｅ 大调的

属调，使曲调较之前更加明朗，旋律叙事功能突

出，乐思开始活跃（谱例 ３）。 此乐段以强烈的力

度起伏推动作品展开，表达人们在历经磨难之后

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谱例 ３　 呈示部 ｃ 句

Ｂ 段始于 ｅ 小调，秋与思相映生“愁”，这段

旋律委婉而惆怅，暗示了时代的背景与基调，与
前一主题在色彩上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图 １ 中

Ｂ 段所示，各乐句的长度均不统一，为旋律的涌

动增添了艺术色彩。 这一手法打破了西方古典

主义音乐传统的约束，为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浪漫

主义色彩，旋律滔滔不绝，气宇轩昂，这一连绵无

尽的乐思犹如在诉说主人公内心的苦闷和对未

来生活及祖国前途的担忧。 随后旋律进一步展

开，大提琴与钢琴旋律同步进行，节奏丰富而活

跃，线条连绵不断，表达了作曲家内心的波动。
作品在节奏律动中的变化逻辑性强，首段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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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八分音符有序平缓进行，至中段则在 ｅ 小调

背景下以三连音、五连音快速推动乐思的发展。
三连音被带入中国大提琴作品中，在给人以新鲜

感的同时，突显出西方节奏音型蕴藏动力的特

点，以高音 Ｓｉ 为终点将旋律推向高潮（谱例 ４）。

谱例 ４　 展开部 ｆ 句

之后钢琴与大提琴以问答的形式转折乐思，
钢琴问，大提琴模仿回应作为对旋律动机的补

充，颇似男主角附和女主角的语气而默契地一问

一答，这也体现出在原钢琴作品基础上大提琴的

“助奏”特征（谱例 ５）。 随后旋律转至 Ｂ 大调的

光明重现，从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由 ｅ 小调转为

Ｂ 大调的调性安排手法十分巧妙且具有新意，乐
思安静，在一段转折之后，钢琴展现出舒适惬意

的旋律，大提琴则以长音衬托钢琴旋律。

谱例 ５　 展开部过渡句

Ａ′段回到主题以 Ｅ 大调呈现，旋律构建的方

式是将首段大提琴与钢琴的旋律对换，由大提琴

演奏主题旋律伴有钢琴与之对话。 与 Ａ 段平稳

的音程推进及琶音式的和弦构建进行对比，此段

大提琴旋律出现六度、八度这类远距离跨度的音

程，如以八度音程跳跃至高音 Ｓｉ 对主题进行拓

展（谱例 ６），呈现出作品的极大张力。 尾声如同

一首赞美诗，表达出作曲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鼓励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与期待。

谱例 ６　 尾声

聆听《秋思》，我们还能够寻找到肖邦的影子。
作品风格儒雅，兼具了肖邦所创作的夜曲的乐句

转换自然、极具歌唱性的特点。 其以柔板的速度

凸显情与景的交融，同时也更有利于表现舒展、
悠长的旋律线条，充分展示音乐语言的回转起

伏。 全曲主题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推进，乐段清新

流畅犹如一首抒情诗，音乐寻求肖邦音乐的气

质，这也是萧友梅对肖邦达到的艺术巅峰的仰慕

与充满爱国情怀的致敬。 《秋思》的主题动机在

不经意间也流露出肖邦《 ｂＥ 大调夜曲》（Ｏｐ．９ 第

２ 首）的烙印（谱例 ７）。

谱例 ７　 《秋思》与肖邦《 ｂＥ 大调夜曲》主题比较

三、西洋调式中的中国色彩

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我国音乐家很早就开

始尝试将西方的创作元素融入中国作品创作当

中。 如萧友梅之前创作的弦乐四重奏 《小夜

曲》⑤，作品的曲调和结构均非常西方化。 而

《秋思》的出现无论在音乐的“语气”或曲调线

条的描摹上无疑都是这个时期旋律风格的典

范，这是萧友梅器乐作品创作向民族化方向转

变、将中西方曲调调式交融的独具时代风格的

中国音乐作品。
调式是作品的“国籍”，中国曲调离不开调

式的五声性，《秋思》正是兼顾了调式的五声性

这一特点。 作品虽然是在人们熟知的传统西方

⑤萧友梅弦乐四重奏 《小夜曲》，作品 ２０ 号，创作于 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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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调的旋律框架下加以和声构建而成，但
“不完整”的西方调式中兼顾了中国五声性调

式元素，使曲调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中国民族音

乐风格。 如在作品主题中，无论是大提琴还是

钢琴，在处于独奏地位的同时，其旋律中一般都

包含“六个音”，作曲家在处理旋律时不轻易使

用西方调式中的Ⅵ或Ⅶ级音，即便出现也是选

择其一并将它们放在经过音或弱拍的位置，使
旋律呈现为西方不完整的传统音阶序列，主题

旋律回避了导音，这样既强调了旋律声部的五

声性，又近似民族六声调式音列。 此处列举作

品中三个具有调式代表性乐段的音阶排列（谱
例 ８）：

谱例 ８　 《秋思》中的主要调式音列

作品同时也将和声成功地融入五声性调式

中。 就主题而言，调式是以 Ｅ 大调为主体对应民

族 Ｅ 宫调式，作品在大多数五声性旋律中运用主

功能和弦使其与调式音吻合。 即便出现带有Ⅵ、
Ⅶ级音的下属或属功能色彩的和弦，也是对应了

民族调式外音“清角与变宫”，这种创作手法也

常在经过句或句尾中出现。 和声以支撑旋律发

展，与曲调融为一体，使得五声性的旋律与西式

的和弦构建出和谐的画面，也流露出中国调式音

乐中的美与善。
不少学堂乐歌中脍炙人口的西方曲调正是

通过这样的调式巧合与和声功能得以在中国广

泛流传。 例如《送别》，首句调式的五声性，加之

李叔同填写的中文歌词使其中国歌谣韵味浓郁，
这种中西合璧的曲风更易被中国听众接受，也由

此成就了民国时期独特的音乐作品风格。 自古

中国文化包容开放，以五声性为主导的音律思维

巧妙地将西方音乐中具有“征服性”的调性色彩

进行了化解，以此启发了中国早期音乐家们在创

作时将调式五声性与西方调式的音律处理上兼

容的思维。

四、声乐化的构思

萧友梅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创作了大量的艺

术歌曲，其中为歌词谱曲居多。 如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初，他与易韦斋合作出版的《今乐初集》《新歌

初集》中收录了他谱曲的各类声乐作品。 这其中

的作品在大多数当时被作为视唱类教科书的教

学材料，同时也开启了近代中国艺术歌曲的先

河。 创作艺术歌曲与他留德期间的经历有关，他
所在的莱比锡（Ｌｉｐｚｉｇ）是门德尔松的故乡，这里

还曾留下多位著名音乐家的足迹，如巴赫、舒曼

以及挪威音乐家格里格等，德奥学派艺术歌曲在

这里颇为盛行。 门德尔松首创的无言歌，更将器

乐独奏“声乐化” “歌曲化”的特色发挥到极致。
受到这些西方音乐传承的影响，萧友梅的艺术歌

曲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风貌，其形式包括独

唱、重唱、合唱等。
《秋思》正如一首抒情的无言歌，大提琴音

色的魅力体现在连贯如线条式的运弓，使大提琴

更加声乐化。 该作品的叙事性强，乐句片段长度

适中，同时设置多处气口，使大提琴与钢琴旋律

相互呼应，旋律以两种音色呈现出艺术歌曲的语

气，大提琴与钢琴共同呼气，犹如浪漫主义时期

德奥艺术歌曲，在一呼一吸间感受如抒情诗般的

意境，作品可称为中国大提琴作品中的“学堂

乐歌”。
大提琴属于 ２０ 世纪初引进中国的乐器，直

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音乐家对大提琴音色的

理解基本都是纯西方化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很多大提琴作品开始尝试将大提琴音色表现力

与各类中国传统乐器音色相融合，如在大提琴作

品中模仿二胡或马头琴的音色，甚至是拨弦演奏

模仿古筝的音色等。 就大提琴音域和音色而言，
乐器本身就具备美声歌唱家的特征。 直到今天，
中国的大提琴作品仍然是以这种接近西方美声

化的表现为主，作品中大提琴展现出诸多美声唱

法的特征，在音色上追求饱满度与甜美度并存。
美声唱法强调对共鸣腔体的运用，而大提琴自带

共鸣腔，其低沉厚重的共鸣音色将旋律的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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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极致，犹如以美声唱法在吟唱，而这种极致

在厚重中又不失甜美悠扬的意蕴。 大提琴旋律

表现的音域范围从最低的 Ｂ 音到一弦中把位高

音的 Ｂ 音，全曲大提琴的音域恰好在两个八度以

内，对应美声的抒情男高音的音域⑥，此音域也

正是大提琴易于表现音色的音区和把位。 在《秋
思》中，大提琴的音域始终保持在和声功能的中

音区，演奏时很少触及低音区。 笔者在实践中对

其部分片段尝试调整并扩展演奏到低音区，如谱

例 ９ 将大提琴以和声音的形态做低八度铺垫，其
目的是对比旋律的高音区强调并展现大提琴低

音乐器的特性，这犹如男低音的底气，音色重浊

宽厚，庄重沉稳，音色自然地融入钢琴低音声部，
也起到为低音区加厚的作用。

谱例 ９　 Ｂ 乐段 ｇ 乐句

以当今的创作角度来看，《秋思》丝毫没有

强加入任何大提琴的演奏技术表现，如作品中

没有加入双音，而是以大提琴特定而纯粹的

“男声独唱”形象展现给世人，散发着一种质朴

的美感，这也是中国早期大提琴作品的创作特

征。 这也印证了萧友梅一生所秉持的教育理

念：形式或演奏技术仅为表象，内容或思想，即
作品是否具有 “时代精神” 才是一部作品的

精髓。［５］

五、结语

从萧友梅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明显

感受到欧洲 １８ 世纪至 １９ 世纪音乐对中国的影

响，《秋思》在理论技巧的基础上融入了作者对

生活的感受与思索。 作品开启了中国大提琴作

品创作的先河，同时也是将其他器乐作品改编为

大提琴作品的首例，这种以钢琴或声乐作品改编

的方式为中国大提琴作品的发展与崛起奠定了

基础。 自《秋思》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仍少有

自己的大提琴作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大提琴

作品才在蓬勃的音乐教育思想与环境下得以

涌现。
萧友梅终其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弘扬“国

乐”精神。 他所推崇的“国乐”并非中国乐器或

中国传统音乐，而是采用西方音乐形式和技法，
与中国精神相结合而创造出的“新音乐”，即借

鉴西方音乐的创作方法对中国音乐加以改造。
他强调改造中国音乐，“就要采取其精英，剔去其

渣滓，并且用新形式表出之，所以一切技术与工

具须采用西方的，但必须保留其精神，方不至失

去民族性” ［６］。 《秋思》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体

现，作品在创作理念上提取西方养分，但坚持以

民族音乐元素为根本，反映出此一时期中国进步

学者的爱国情怀与精神文化生活。 作品深情地

抒发了萧友梅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国家的期望，为
身处动荡年代中的人们点燃了中国近现代音乐

的希望，也为人们在分析中国早期大提琴作品时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萧友梅鲜明的“既要学习西方的创作技术，

又须坚持民族音乐道路创作”的音乐理念对众多

中国作曲家和演奏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通

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迈出了我国近代大提琴作

品创作的第一步。 他对音乐创作的认识从全盘

接受西洋音乐到提出“音乐的骨干是民族性”，
呈现出显著的进步，如在《秋思》中融入五声性

调式的成分就是非常大胆的尝试。 他在寻求中

西方音乐文化共性的同时，也体现出中国文化

“和而不同”的包容性。 在坚持文化传承、坚定

文化自信方面，萧友梅早在 ２０ 世纪初就已将民

族文化自信深植于对广大音乐学子的教育理念

当中，而《秋思》也影响了之后中国大提琴作品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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