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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被人们称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他所创作
的艺术歌曲音乐在我国音乐艺术研究中具有宝贵的价值，其
通过创新西方音乐艺术与传统音乐艺术融合在一起，极大推
动了我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开启了我国音乐艺术发展的新篇
章。萧友梅创作的大量音乐艺术歌曲作品中往往包含着“人
文精神”，其音乐教育思想在近代音乐教育中有着较大的建
树，影响了大量的社会公民和音乐从业者。萧友梅创作的艺
术歌曲主要涵盖了革命歌曲、学堂歌曲以及校友歌曲，他作
为中国近代音乐的先驱，创新采用了西方音乐理论优化改进
中国传统歌曲，这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同时也赋予了其音乐
作品更多的研究价值。

一、萧友梅艺术歌曲音乐特点分析

在萧友梅艺术歌曲音乐创作生涯当中，钢琴伴奏创作占
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所创作艺术歌曲钢琴伴奏有着这样
的特点：创新运用西方音乐艺术的传统歌曲创作手法，通过
以和声为主导，优化设计歌曲中的和声部分，确保歌曲节奏
与旋律的平缓轻快。萧友梅创作的大量艺术歌曲伴奏中，绝
大多数歌曲伴奏右手部分采用的是循坏歌曲主旋律的支持型
创作方法，而歌曲伴奏的左手部分则是采用了以八分音符或
者四分音符形式为主，琶音持续演奏的创作手法。就比如，
在萧友梅创作的大提琴曲《问》当中，创作者为了确保塑造
出的歌曲作品形象更为集中，他科学有效地采用了左手部分
从头至尾八分音符形式的分解和弦演奏创作方式。而在萧友
梅等人创作的国民民歌《卿云歌》中，左手钢琴部分则是创
新采用了持续四分音符的即兴伴奏形式。在萧友梅创作的音
乐歌曲音乐作品中，还存在着一些歌曲作品创作采用了左右
手节奏与音乐节奏几乎一致的支持型模式，比如萧友梅创作
的《秋之夜》作品，该音乐歌曲作品有效营造出了一种幽深
静谧的意境，创作者运用的支持型模式并没有让作品变得单
一，反而赋予了音乐作品丰富的思想感情，给人一种寂寥之
感。

萧友梅艺术歌曲音乐创作在曲式上呈现出了一种方整性
的结构特点，无论是在其音乐伴奏上，还是在音乐歌曲作品

歌词上几乎都采用了上下句对称的音乐创作手法，从而促
使萧友梅创作的艺术歌曲作品看起来较为规范整齐。除此之
外，萧友梅也敢于打破常规，在其创作一些音乐歌曲作品中
钢琴部分从演奏主旋律束缚中完全解脱出来，有效赋予了音
乐钢琴伴奏的独立重要地位。就比如，在萧友梅创作的音乐
作品《听》中，创作者通过在高音区中采用连续十六分音
符，有效营造出一种幽深静谧的意境，而左手部分在中音区
则是融入了演奏悠长的对位旋律，与歌曲中声乐旋律形成了
三个独立表现的声部，从而全面提升了艺术歌曲音乐的创作
水平，赋予了音乐作品更多的生命活力，这在萧友梅艺术歌
曲创作生涯中也是较为难得的突破表现。

二、萧友梅艺术歌曲音乐创作观及其发展意义

1. 萧友梅艺术歌曲创作观

萧友梅艺术歌曲音乐创作观念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现状不
谋而合，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萧友梅实践创作的艺术歌曲
更多是强调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这也是浪漫主义运动对
自我价值的肯定。革命运动发展有效拓宽了萧友梅的音乐艺
术创作事业，同时也让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一大批音乐创作者
共同关注到现实中。在萧友梅创作的艺术歌曲作品《问》当
中，创作者有效采用了易韦斋的诗歌词，作品歌词中有这么
一句话“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该名句歌
词无疑能够唤起那个时代民众满腔的热血斗志。而在萧友梅
创作的《“五四”纪念爱国歌》中同样充分体现出作者的艺
术歌曲创作价值观，表达出了萧友梅参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决心，同时在社会范围内有效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
想。作为现代音乐教父，萧友梅创作的艺术歌曲作品更多是
为了教育而作，其为了积极响应壬戌学制，从而有效创作出
版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被该书纳入进去的艺术歌曲作
品有着平淡朴实的音乐创作风格特征，在音乐结构上创新采
用了西方乐曲创作方式，打破了传统音乐教学中选曲填词方
式的弊端。

2. 萧友梅艺术歌曲音乐创作发展意义

萧友梅艺术歌曲音乐的创作极大推动了我国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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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持续发展，也影响了一大批爱国主义知识分子。萧友
梅本身一直主张新音乐，其在选取音乐作品歌词时比较热衷
于采用新诗歌。萧友梅认为“各种新名词，均不妨采用，改
即作新歌，即应为现代人而作，不必专为唱与古人听也”，
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一定程度影响了我国艺术歌曲音乐创作的
发展，同时也在白话文运动实践改革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促进
作用，众多研究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萧友梅的艺术歌曲音乐创
作让中国艺术歌曲开始发扬光大。萧友梅的艺术歌曲音乐创
作同样推动了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建设发展，为提高国民音
乐学习能力和素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萧友梅本身作为一位
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与当时参与到新文化运
动的爱国分子一样具有良好的民族正义感。就比如，在其创
作的艺术歌曲作品《问》当中，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对祖国命
运的无比关心。萧友梅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并
在 1906 年加入了同盟会，也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总统
府秘书。萧友梅创作的大量艺术歌曲包含了一定人文精神，
这些歌曲作品创作都是受到了自身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也
推动了当时音乐艺术事业的建设发展。

三、萧友梅艺术歌曲音乐风格之形成

1. 萧友梅艺术歌曲歌词创作风格

萧友梅艺术歌曲歌词风格的要求与新文化运动中提倡
的“八不主义”保持一致，萧友梅本身具备了扎实的汉字语
言功底，能够清晰了解到将古诗词搬用到歌曲创作中的弊
端，这也促使萧友梅在日后艺术歌曲歌词创作中广泛采用新
式诗歌。在萧友梅创作的大量艺术歌曲作品中，绝大多数艺
术歌曲歌词都是出自于易韦斋先生的手笔，只有少部分艺术
歌曲作品的歌词由胡适、章太炎等人进行创作。萧友梅之所
以大量采用易韦斋创作的歌词，是因为易韦斋创作的歌词能
够给人带来一张典雅瑰丽的感觉，长短句的运用能够更加符
合现代歌曲创作特点，同时也能够体现出作曲本身的时代特
色。就比如，在萧友梅创作的《南飞之雁语》作品中，歌词
部分“算不尽云深，话长天了邃！一行行写不了归怀，乍霜
前嘹泪！只望不见衡阳……这便叫我们仆仆空中，欲留不可
留，欲住无从住！盼得到气候平和，愿珍重汝一封书！”歌
词能够充分表现出作者对国民前途命运的关心之情，感染到
人们内心深处。通过对《南飞之雁语》艺术歌曲的创作技巧
分析，易韦斋和萧友梅在作词与选词上都放弃了传统四声清
浊，而是更加注重诗词的长短句，这样能够确保艺术歌曲作
品整体的流畅性，确保音乐旋律起伏的收放自如。我国著名
词学大师龙榆生曾经这样评价易韦斋歌词的创作风格特点：

“填词务为生涩，爱取周邦彦吴文英诸僻调，一一依其四声
虚实而强填之，用心之苦，自谓，百涩词心不用通。”

2. 萧友梅艺术歌曲曲调风格

萧友梅艺术歌曲曲调风格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内
容：1）曲式结构平缓。萧友梅创作的大多数艺术歌曲的曲
式结构为两段体曲式，该曲式结构实质是指将歌曲科学划分
为两个相同重要的不同部分。两段体曲式结构最为显著的特
点就是能够保持两个不同部分在对立统一歌曲结构上优化整
合在一起，无需占据很大规模，从而更加适合一些小型艺术
歌曲作品。就比如，在萧友梅创作的《南飞之雁语》作品
中，该歌曲曲式结构较为平缓抒情，给人一种简单明了的感
觉，不同两个乐段都是分为了四节，前面一段音乐负责作者
自身思想情感的表达，后面一段则是借用大雁身份去叙述南
飞之苦，该艺术歌曲极为吻合时代命运背景；2）民族特色
鲜明。萧友梅艺术歌曲的曲调结构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他
在音乐曲调结构优化设计上充分吸收了传统音乐五声音阶理
论和西方音乐艺术乐曲创作理论，能够有效凸显出中国民族
音乐的特色。就比如在其创作的艺术歌曲《杨花》和《雪
后》当中，民族调式较为明显，作者通过运用传统五声音调
有效增强了歌曲的辨别性，同时也能够让人感受到大小调切
换的丰富音乐情感。

四、结语

综上所述，萧友梅作为我国新音乐发展的奠基人，他所
创作的艺术歌曲音乐具有相当先进丰富的思想性，充分表现
出了我国诗与歌的完美结合。萧友梅树立了一种兼容并包的
音乐创作观，不仅有效吸收了我国传统音乐艺术内容，还创
新运用了西方音乐艺术创作手法。他的艺术歌曲音乐作品有
着鲜明的民族音乐特色，形成了一种属于自身音乐创作风格
的词曲特点。他喜欢将更多新诗词运用在艺术歌曲创作中，
从而有效开创了当时民族风格艺术歌曲创作的风气，在推动
我国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音乐艺术教育事
业的大力发展，影响了一大批从事艺术研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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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转换”是生态翻译过程中复杂机制的核心代表。译员

在此理论框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无疑有助于提高整体翻译

质量。也期待今后这方面更多的研究，致力于指导口译实

践，提升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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