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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萧友梅的“中国音乐落后说”所引发的思考

董婉秋
（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萧友梅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音乐家，是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20世纪专业音乐教育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前，笔者对萧友梅先生的认识只限制在其音乐创作、音乐活动以及部分理论著作方面，对其音乐批评观念并没有

深入涉及。今日走近了他的若干音乐批评观念，特别是他对当时中国音乐状况的批评，便随之产生了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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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之后，萧友梅先生针对“中国音乐落后说”进行

了三次陈述。第一次是在1920年，第二次是在1934年，第三次是在

1937年。

一、1920年，第一次陈述

（一）国立音乐教育机关或作或辍，不能继续维持

用这个理由来支撑“落后说”我很赞同。其实不光是音乐教

育，任何专业行当乃至一个民族的发展，也都离不开足够的经济支

持。“教学”，显然教在前而学在后。没有教则无所谓学，没有学

校则无所谓教，没有经济基础则更无所谓学校。

由此我联想到当代中国的表演艺术团体，为什么中国最好的交

响乐团连世界前十名都排不进去？

一个顶尖的指挥确实可以救活一个乐团。但我认为，追根溯

源，一个乐团如果想真正立足于音乐界，不能完全依靠指挥。一个

优秀的指挥可以给你感觉，给你机会，但他给不了你技术！对，技

术才是最根本的。没有过硬的技术，再纯正的情感处理也只能是花

拳绣腿。西方乐团在一开始赢的就是技术。但练习技术需要两个必

不可少的条件：一个是时间，一个是耐心。

西方乐团的工资非常高，乐手可以完全投入到排练和演出当

中,不必为生计担忧。而国内乐团则不然，上有老下有小，光靠那点

工资还不够养家糊口，只能用业余时间出去兼职，挣点外快以补贴

家用。有些女同志在排练甚至演出时还想着回家做饭喂孩子!看似

荒唐，可仔细想想，都是他们的错吗？国家级乐团还好些，因为他

们有更广阔的演出市场和更优质的生活保障。可到了省市级乐团就

不行了，再往下更是惨不忍睹。越不练水平就越上不去,水平越上不

去就越没有市场,越没有市场就越不赚钱,越不赚钱就越不想练，最

终成为恶性循环.而且每年还有大量的音乐毕业生涌入乐团。怎么发

展?怎么吃饭?

（二）进去教坊的学徒,多半没有受过普通教育,而且常有身家

不清白的

关于身家清白不清白,我个人觉得对音乐的先进与落后没有什

么太大影响。也许只是受时代观念的影响而已,上学参军都要看出

身，看家庭成分。而普通教育对音乐教育的影响却不可忽视。

当今社会，不管是各种比赛，还是各种考试也好，评委和老师

都极力强调文化修养对学习艺术的人的重要性,常常弄的考生烦不胜

烦。心想，我是学习钢琴的，学那些文学哲学历史乃至数学外语有

什么用！我稍说几句便可让他明白。

就拿钢琴学生为例，一首好的钢琴曲的创作，不是随便在五线

谱上堆积几个音符就可以了。除了基本的创作技巧以外，作品的产

生需要作曲家来自心底的激情。激情哪里来?或从一篇感人的文章,

或从几句拨云见日的话，或从大自然的美景，或从自我经历的种种

坎坷，或从爱情的甜美滋润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逐渐成为

作曲家深厚的创作积淀，没有这种积淀，很难写好音乐。

同样，没有这种积淀，也很难理解好音乐。作曲家的人生经历

我们不可能亲身经历，只能用想象和模仿来弥补这种巨大的差距。

靠什么想象？读文学，读哲学，读历史。那么你想象的对不对呢，

光靠国人的著述和翻译显然不够，应该深入到作曲家生活的环境，

作曲家的语言，否则一切都变了味，很不地道，这时外语便有了作

用。

不论文学创作还是音乐创作，对整体结构以及每个部分的细致

规划显得由为重要，这要取决于你的逻辑思维。而逻辑思维训练的

基础学科就是数学，如果没有逻辑思维，作品就会因不着边际而显

得没有体统。

其他学科也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音乐一些帮助，包括音乐的姊

妹学科，像舞蹈，绘画等等。你如果不会跳玛祖卡，肯定掌握不好

肖邦玛祖卡舞曲中内在的韵律；你如果不懂色彩，肯定听不懂德彪

西.其他学科我就不一一说明了。总之这一切，在加上祖先留给我们

的道德传统，就够成了今天所谓的“文化修养基础”。没有这个厚

实的基础，你便很难在音乐的道路上驰骋，很难真正的理解音乐。

二、1934年，第二次陈述 

（一）以前吾国乐师无发明制造键盘乐器与使用五线谱记谱的

能力

将这句话作为支撑“中国音乐落后”观点的论据，便明显暗含

了两个观点：一是中国乐器落后于西方键盘乐器；二是中国式记谱

法落后于西方五线谱记谱法。

确实，在中国古代庞大的乐器家族中，竟然没有键盘乐器，

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是资金和材料问题吗？显然不是。中国地大物

博，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样样不缺。古代王朝各个财力雄厚，对于一

架耗材不多的键盘乐器岂有无钱制造之理？是技术问题吗？中国有

那么多的能工巧匠，连一块豆腐都能雕刻的栩栩如生、有姿有色，

乐器当然不在话下。那究竟是因为什么？我猜测了三个原因，希望

能对音乐史学家有所帮助。

一是受古代律制的制约。我国音乐自古以来以五度相生律为

主，而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键盘乐器便很难适应。但我国却是世

界最早发明十二平均律的国家，为何仍没有键盘乐器？这便引出了

第二个原因：中国人的总体思维倾向是习惯在框架内做文章，做的

很细，很少有突破框架的放射性思维，比西方人内向的多。其实键

盘乐器也属于弦乐器。中国有很多弦乐器，精雕细啄，五花八门，

但归结起来不过只有拉弦乐器（二胡）和拨弦乐器（阮），像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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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击弦乐器也是从西域引进过来的。也不是说中国人不创新，

只要有用，新事物会很快被广泛采用，比如印刷术。但是如果没有

用，那么发明者瞬间所迸发出来的智慧的火花很快就会被历史所遗

忘，孤零零地等待着多年以后的子孙来挖掘，来惊叹！另外中国人

对于违反传统习惯的新事物大多很难接受。看见当今如此开放的中

国人对十二音体系都是那么地不可接受，可以想象受了几千年五声

音阶洗礼的无比保守的中国古人，对待十二平均律是一种什么态度

呢？值得深思。第三个原因就是西方音乐注重纵向和声，中国音乐

注重横向旋律。中国古乐器几乎都是单旋律乐器（笙除外），能奏

出的和声大多也都是琶音，也就是说从根上就没有制造和弦乐器的

需求。而复调、和声却在西方音乐中无处不在，促进了键盘乐器的

发展。

但我不认为中国乐器就比西方乐器落后。请问，钢琴能取代二

胡吗？二胡所拥有的技法和表现力，有哪一条钢琴能够赶超？不能

说声部多就是先进。因此凭心而论：中西乐器，各有各的手法，各

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风格。所以像中国乐器比西方乐器落后的这

种说法，笔者是不赞同的。万般事物皆有所长，岂是能有谁强谁弱

之说。

关于记谱法，我认为，一切根据乐器来，怎么方便就怎么记。

比如西洋乐器，习惯用五线谱来记谱；而部分民族乐器，完全可以

用简谱来标记，因为简谱满足了它们的所有需要。但是不可否认，

中国古代的文字记谱法和西方古代的符号记谱法既麻烦又不准确，

的确落后。如今，作为学习音乐的入门级理论知识，五线谱记谱法

已经在我国普及开来。

（二）以前吾国乐师过度墨守旧法，缺乏进取精神，所以虽有

良器与善法的输入，亦不愿意采用或模仿

这句话把中国古人的保守写的很透彻。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有

了新的乐器与新的记谱法，也不用。

又说到保守了。关于中国古人的保守，主要是围绕着一个坚定

不移的思想，那就是老祖宗定下的一切规矩都不能改。做事之前得

有先例，没有先例一概不做。而近代的外来文化一次又一次地挑战

着这些规矩，令一些白发老者怒不可遏。这些白发老者的愤怒延续

到今天，竟变成了另外一些白发老者的佯怒，集中体现在一些落后

的老学究身上。

这些老学究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受人尊敬，建树颇多，

可他们大多只在一个框框里做文章，虽不是足不出户，视野与观念

却也比较陈旧。特别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网络横行的时代，他们显

得更为渺小。面对各种新观念新学说的不断冲击，他们也愤怒了。

这种愤怒看似保守，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他们不愿看到自己一生

的心血顷刻付之一炬，不愿看到别人对自己的崇拜与景仰从此变的

虚假，却也不敢与挑战者针锋相对，只能白天对着自己的学生苦口

婆心，坚定他们的思路，夜晚对着恩师的遗嘱，暗自泪流。

其实他们完全不必如此。中国文化史早已记载了他们光辉的一

页，没有他们，前人的成果何以继承？没有他们，后人何以开拓？

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是先进文化的启蒙导师！后来的晚辈

只是站在他们的肩上俯瞰世界！他们应当骄傲！应当自豪！新时代

的中国文化需要新鲜的血液，需要更有活力的传承者，在尊重前人

的观念和学说的基础下，我相信不管是音乐文化还是博大的中国文

化，都将更加的璀璨夺目。

三、1937年，第三次陈述

（一）教授不得起法，乐师传授一曲多以听习为主，不注重看

谱学习，所以人死之后，乐曲就与之同归于尽

这句话点透了中国古代几千年教学模式的最大弊端。在已经

整理挖掘的为数不多的古谱中，有几首是作曲者本人的手抄谱？有

几首完全保留了作品的原味？不过我猜想，也许有很多作曲者根本

就没有把谱记下。在古代，喜欢音乐而且懂得音律的人可谓大有人

在，但他们未必都是专业的作曲家。弹得几首曲子，未必都懂得记

谱。弹琴就像作诗一样，随兴而至，即兴而奏。若会写字，诗文便

都能记下，可弹琴者没学过记谱，乐思只能随风漂泊了。这样不复

返的曲子能有多少呢？俗话说：诗、乐不分家，想想现存的诗文的

数量吧。便可以得知，在历史的长河中，因为不懂记谱，我们损失

了多少优秀的古曲作品。实乃音乐文化中的一大损失。

（二）记谱之法向不一致，同时一个乐器用的同一个乐曲，所

记乐谱家家不同，教学者无所适从，乐曲因此不能有一定标准

这是上一条导致的必然结果。没有乐谱，光靠听记，自然一

家一个样。由此联想到当今的音乐教育。即使都是一样的乐谱，不

同的老师也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谁的对呢？最终只能依靠自己的

乐感去判断。当然不能去凭空判断，要认真研究作曲家，要认真研

究有关该乐曲的一切相关资料，认真去体验，去感受，努力在某一

个点上和作曲家的感觉想碰撞，努力接近原意。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还能够产生一些相同感情状态下的不同想象，那么该作品的演绎就

接近成功了。还有一个说法便是二度创作。身为一个音乐表演专业

的学生，在接触到一个新的作品去演绎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二度创

作。因为在演奏或演唱过程中，不同的表演者会融入不同的感情，

不同的理解方式，不同的表达方法，最终呈现出的音乐作品也是各

有千秋的。所以究其乐曲的标准是什么才会各有所说吧。

四、结语

音乐批评，是音乐发展的巨大动力。萧友梅先生学贯中西，以

科学严谨的态度向我们展示了音乐批评的重要意义。萧友梅先生既

然批评了中国音乐落后，

必然有他自己对中国音乐

发展的期望。就像他评论

西洋音乐时那样“本来不

能叫它西洋音乐，因为将

来中国音乐进步的时候还

是和这音乐一般，因为音

乐是没有什么国界的”。

不管怎么样，音乐是属于

全世界的，我们用理性评

论它的同时，更要习惯用

感性来感受它深层次的

美，这样才能让音乐在未

来的日子中不断的蓬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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