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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友梅和青主对“新乐”与“旧乐”做了充分思
考，本文分析《复兴国乐我见》和《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
题》，略论他们在国乐发展出路上所做的前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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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都

在经历颠覆与变革，音乐也成为新旧文化交锋的重要领域。面对

西乐在短短时间内便登堂入室，且欲取中国传统音乐而代之的趋

势，半是无奈半是不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纷纷开始关注这样一类

问题：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在西乐成为社会

音乐主流的既成事实下，应当如何处理中乐与西乐的关系？

萧友梅的《复兴国乐我见》和青主的《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

问题》就是这些思考结果的一部分，也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两篇

文论有着较为近似的时代背景——都产生于二十世纪30年代。作

为这一时期的两位突出的音乐家，萧友梅和青主的成就为人所瞩

目：萧友梅创立的国立音乐院在这段时间里得到长足的发展，一

批音乐人才从这里脱颖而出。青主关于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审美

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系统论述和他的音乐专著《音

乐通论》等在社会上引起较强烈的反响。两位音乐家的对国乐发

展进行探索的这两篇文章已不单是纸上谈兵的空想，而是对已有

实践的理性总结和在实践基础上对国乐问题的切实展望和规划。

萧友梅的《复兴国乐我见》分为三部分：国乐的外延和内

涵，复兴国乐的计划和实施以及对旧乐的真理和民族乐器的改

良。在这篇文章中，萧友梅这样解释“国乐”：“能表现现代中

国人应有时代精神，思想与情感，这，便是中国国乐。”即音乐

的思想内容是区分是否国乐的唯一标准，内容是中国的，无论音

乐的具体形式是什么，这音乐都可算是国乐。看得出在中乐、西

乐的大讨论中，萧友梅是赞成对西乐“照单全收”的，这位在国

外留学多年，对西方音乐文化有了较深理解的音乐家是愿意将西

乐在国内传播开来并“为我所用”的。

在文章中萧友梅罗列了复兴国乐的七条措施，归纳起来有

如下几点：首先，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其二，向

学生传授西方音乐的演唱、演奏技法；第三，启发和训练学生通

过整理、研究旧乐，创造新型的中国音乐。这些措施是萧友梅作

为一位教育家的对音乐教育的构想，更是他实践经验的总结。最

后，萧友梅提出了改良民族乐器和整理旧乐的问题。中国乐器的

制做和乐律、乐制皆不如欧洲，因此应效法西乐予以改良。虽然

这种绝对的观点在今天也许会遭受异议，但回顾几十年来中国音

乐的发展，他这番话不失为一个成功的“预言”。整理旧乐对于

丰富浩瀚的古辞章曲谱，政府应差专人予以整理，这种观点是具

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对于国乐发展的审视，如果说萧友梅的文章是站在一位教育

家的角度，那么青主的《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一文则是从

音乐理论的视角出发的。这篇文论和萧友梅的《复兴国乐我见》

有着大致相同的观点：西乐和国乐的区别不在乎音乐的形式，先

进的西方音乐如果为我所用也可以成为振兴国乐的利器。西乐经

过我们的消化吸收之后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财富。萧友梅讲

求用音乐宣扬爱国精神，音乐脱离其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精神内容

便不能称之为音乐；而以青主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为艺术而

艺术”，而不是“为人生而艺术”。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青主就如何对待国乐的问题进行了仔细的

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青主所谓的“国乐”其实相当于萧友

梅所讲的“旧乐”。如何处理旧乐和西乐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

青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我虽然反对中国人排斥西乐，但是

我并不反对中国人研究国乐，不过我以为研究国乐，要认清楚研

究的道路，如同学习西乐，不要学成非驴非马一样。”因此我们

可以设想在他设计的改造这条道路上，“国乐”或说“旧乐”很

可能将会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古迹”，被完好地保存，

但却失去了发展的生命。

《复兴国乐我见》和《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两篇文论

是当时关于“国乐”问题讨论的一个缩影。总的来说，他们代表

着当时知识分子对于西方音乐乃至西方文化的主流态度：充分肯

定西方音乐优于我国传统音乐的长处，同时又不放弃对我国音乐

民族特色的探索，主张积极学习西方音乐的先进体例并将之作为

振兴我国音乐的利器。萧友梅、青主等前人们在学术研究中表现

出来的赤诚的爱国热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真理的不倦

追求诚可为我们今天的青年人所尊敬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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