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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前辈肩膀运笔
期望有心学人修订

—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编者寄语

口黄旭东 汪朴

我
们为何要编撰这本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 �以下简称

”

纪

事
”

�， 是在什么基础上开始运笔， 采用怎样的写作体例
， 为

什么要这样编排
， “

纪事
”

的出版究竟有啥意义，我们的期望又是

什么 。 这些就是
“

告白
”

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

写作依 由与资料搜票

抗日战争前期�����一�����
，

曾与萧友梅一起坚守着风雨

飘摇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块专业音乐教育阵地的陈洪先生
，
早

在 ����年 蛇 月 ��日定稿的《萧友梅先生五年祭 》一文结尾处 ，

十分深情
、

诚挚
、

恳切而又自谦
、

期待地说
，
他的这篇文章

“

聊表纪

念的心情吧
，
同时也希望

‘

抛砖弓�玉
’ ，

有人来给他写一本详细的

传记
，
因为萧友梅先生的事业和为人

，
是值得后学者和同路人多多

取法的
” 。 、

工但是
，
由于种种原因

，
主要是 ����年后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思想统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文化教育界�这种思想至今

还有
，

极少数人仍在坚持并顽强地表现 �
，
而在音乐界的中国现代

音乐史研究中
，

则又以所谓的
‘

救亡派
’
与

‘

学院派
’
两条路线斗

争的观点居主导 �
换句话说

，
萧友梅是一位长期被批判

、

被贬斥
、

被

否定的历史人物
，

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前的近 �� 年中
，

除港
、

台外
，

大陆有关萧友梅的纪念文章几乎一篇也没有
，
哪还有条件与可能

或谁还敢动笔去为萧友梅
“

写一本详细的传记
” ， ����年后

，

情况

开始起了变化
。

就我们所见资料
，
����年 �月廖辅叔先生率先在全国性的评

论刊物发表的 《纪念萧友梅先生 》一文 ，
可说是大陆 ����年后最

早一篇内容简略而又比较全面的论述萧友梅的文章② �����年 �

月出版发行
、

由贺绿汀任分科主编的《辞海 》中 ， ’‘

萧友梅
”

上了辞

书
，
立为音乐科条目

沁 �
同年 ��月

，
北京

、

上海分别举办了隆重的

萧友梅逝世 �� 周年纪念活动
�
随后

，
回忆

、

纪念
、

研究萧友梅的又

章以及萧氏的文论
、

音乐作品陆续见诸书刊
。
����年 � 月

，

上海

音乐学院在校园里为萧友梅塑立纪念铜像
，

供后人永久瞻仰
�����

年 �月
、
��月

，
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又先后举行了萧友梅

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同年 �月

， 《萧友梅作品集 》公开出版④ �����

年 ��月
，
苏虞民发表 《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开拓者奠

基者 》一文⑤，

针对 《中国大百科全书 》 “

音乐卷
”

人物条目中未能

以相应的篇幅记写萧友梅的成就与贡献
，
未能把萧友梅放在应有

的历史地位上来介绍�
“

音乐卷
”

将所立条目的音乐家分为五个

等级
，

萧氏列在第四等 �
，
提出不同见解

�
同年 ��月

，

他又在中央

音乐学院院长
、

学报主编于润洋教授的赞同和支持下
，
策划

、

组织

举办了包括为萧友梅立铜像
、

举行纪念大会
、

专题学术研讨会
、

作

品音乐会
、

生平图片书籍实物展览等内容丰富的萧友梅逝世 ��周

年学术性纪念活动⑥� 上海音乐出版社也于萧氏逝世 �� 周年前夕

出版了 《萧友梅音乐文集 》⑦。
����年 �� 月

，

廖辅叔撰写的�萧友

梅传 》 �以下简称
“

廖传
”

�
，
出版发行⑧ �由戴鹏海

、

黄旭东编的

《萧友梅纪念文集 》也于同年 ��月出版⑨ 。
����年 �月

，
在萧氏

故乡中山市举行了全国性的萧友梅诞辰 ��� 周年学术纪念活动
。

至此
，
在音乐学术界

，
萧友梅在现代音乐史上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开始被确立
、

被公认 �在评价上虽仍有分歧
，

但不同意见不占主

流 �
。
而上述四本书的先后问世

，
则集中体现 了�� 世纪 �� 年代中

期开始的萧友梅研究的主要成果
。
而就

“

廖传
”

而言
，
这是一本史

料可靠
、

内容扎实
、

观点鲜明
、

很有学术分量的著作
，
它的出版

，
初

步实现了陈洪先生的愿望
，
填补了萧友梅研究的一个空白

。
不过

，

“

廖传
”

基本上是一本回忆性
、

散文体著作
�
该书所记述的内容多

为作者本人亲见亲闻
，

间或来自陈洪
、

萧淑娴与其他一些与萧友梅

有直接交往人士所撰写的资料
，

作者没有刻意全面
、

广泛地去收集

材料
�正如廖先生在

“

后记
”

中所说
，
他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

“

严

谨的学术著作
”

去写
，
而是

“

知道什么就写什么
” ，
对书中一些资

�� 人民衣亲 天记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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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来源也没有
“

一一加注
” 。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
， “

廖传
”

并非是

陈洪先生所希望的
“

详细的传记
” 。

为了推动对萧友梅这位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杰

出人物或现代中国音乐界开山人物的深入研究
，

当年正在学报编

辑部工作的黄旭东觉得
，
现代音乐史学界应该也必须有一本史料

有出处
、

史实又可靠
，

内容包括从出生直至辞世
、

比较全面并配有

图像资料的萧友梅年谱或传记
。
而要动笔去写

，
一个先决条件

，

就

是务必要系统
、

全面
、

翔实地掌握萧友梅的生平史料
。

但当时音乐

史学界却正缺少这方面的资料
，

也几乎没有人专心地在做这种不

能立竿见影地出成果的史料搜集工作
。
于是

，

黄就从 ���� 年开

始
，

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有关萧友梅的生平资料
，

准备编一本较详细

的年谱类的书
，

供有心研究萧氏的学人参考
。
黄断断续续地做了

��余年
，
积累了一定量的文字材料和一些图像资料

�但比较零散
，

未做整理
，
更没有梳理成章

。

完全可以这样说
，

如果黄不去与汪合作即缺了汪的参与
， “

纪事
”

就不会有那么多新史料
，
内容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实

，

有些不同的

记载或疑点就无法定论
，
甚至这本

“

纪事
”

也编不成
�而如果汪不

去与黄合作
，
汪也根本没有打算要编也没有条件去编

“

纪事
” ，
更

不会顺藤摸瓜深入地去搜求与萧友梅有关的鲜为人知的资料
，
汪

已掌握或所知的史料也无处使用
，
汪的学识与才干就无用武之地

。

黄
、

汪两人的合作
，
可谓是天赐机缘

，
同心联手

，

优势互补
，
相得益

彰
。

匀容姻 目与编撰体例

联 手合作与优势互 补

机遇来了
。
���� 年春

，
汪朴承担了 《吴伯超的音乐生涯 》一书

的责任编辑
，

协助黄完成了该书的出版任务气 黄早就了解汪踏实

的学术作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
又有做资料工作的丰富经验

。
于是

黄就提出合作撰写 《萧友梅编年纪事 》的建议 ，
汪欣然允诺

，

由此

启动了
“

纪事
”

的编撰工作
。

在积累的资料中
，
以萧淑娴

、

陈洪
、

廖辅叔
、

喻宜首
、

丁善德等

等一批前辈的回忆和研究萧友梅之文字材料最可靠也最珍贵
。
应

该也必须这样说
，

黄
、

汪完全是依托老一辈学者们的劳绩
，

也就是

依托他们的肩膀运笔的
。
从 �月起

，
黄

、

汪根据手边已有的资料
，

集

中 �年多时间�如果从早期算起
，

有近 �� 年了 �
，
比较广泛而有目

的地查阅了相当一批与萧友梅有关的书籍和报刊资料
，

其中重点

是较系统地查阅了上世纪 ��一�� 年代先后出版的 《北京大学日
刊 》 《音乐杂志 》

、

江西 《音乐教育 》 《音乐院院刊 》 《国立音乐专
科学校校刊 》�音 》等等不少期刊和 《上海音乐学院

·

大事记
·

名人

录 》。 以及与萧友梅有交往
、

有联系的�上级领导或同事或朋友或

学生 �一些历史人物如蔡元培
、

胡适
、

赵元任
、

鲁迅等等的年谱
、

日

记与全集或文集的相关部分
，

有收获地发现了许多新史料
。

“

纪事
”

是在基本确定体例和结构框架后
，
边搜集

、

边学习
、

边

研究
、

边整理
、

边写作的过程中进行的
�在写出第一稿后

，
不断反复

修改
、

补充了 �� 多遍
，
重点部分的遍数可说已无法计算

。

黄
、

汪虽

都是半路出家的非专业研究人员
，

但都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有相

当的研究兴趣
，
手边案头都有一定的资料

，

都有心于这一学科的史

料建设工作
。

相对而言
，
汪专心致志

，

精力集中
�
跑图书馆比黄勤

，

掌握的资料比黄多
，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能力比黄强
�
相当一部分

鲜为人知的有关萧友梅生平行踪的史料与重要文献
，
大多是汪去

搜集到的
。
而黄不拘成规

，
思想开放

�
通过广泛的人际关系

，

求索到

留存在个人手中的不少珍贵像片和资料
，
凭借多年的编辑经验

，

字

斟句酌地反复修改
�
牵头申请科研立项

，
设法筹措编辑

、

出版资金
。

“

纪事
“

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

一为家世纪略
，
即据萧友梅亲属提供的祖传家谱编制而成的

萧氏家族世系表
。

二为生平纪年
，
分六个时期

�

���家乡时期�������������

���留日时期�����一���������参政时期�����一������《��

留德时期�����一�����
�
���北京时期�����一

�

���������上海时

期�����一�����
。

由于前四个时期留存的史料不多
，

难于逐年编

写
，
只能根据我们所见

、

所知的史料
， ’‘

跳跃式
”

地记述若干年
，

但

一些图片资料极为珍贵
。

第 �
、

第 �个时期为
“

纪事
”

的重点
，
比较

全面
、

翔实地逐年顺序记述了萧友梅留德回国后
，
从 ����年起在

北京开始创业
，
后又转到上海

，
直至 ����年 �� 月 �� 日辞世���

岁
，

离�� 岁生日仅差一周�为止近 ��年以中国音乐教育事业为中

心所展开的音乐实践活动
。

三为身后纪事
，
主要记写萧氏逝世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

展概略
，
以及萧氏生前播下的

“

种子
”

发芽
、

成长
、

壮大的基本轮

廓 �还有后人对萧氏的纪念与缅怀活动
，

体现出萧友梅对后世久远

而积极的影响
。

在
“

纪事
”

的体例上
，
既借鉴传统的

“

编年
”

体裁
，
又不受这种

“

体裁
”

写作形式的束缚
。
汪

、

黄经反复研究
，

决定把每年要记的内

容
，
以

“

纪事正文
”

为骨干
、

为重点
，
记写萧友梅本人的生活

、

学习
、

创作
、

表演
、

撰著
、

研究
、

教学
、

交际
、

行政等等实践活动
。
同时

，

还设

有
� ’‘

时政提要
” ，

简明地记写国家
、

民族方面的大事
，

也包括音乐

文化
、

教育方面的相关背景信息或对音乐界有重要影响的事件
�

“

相关连接
” ，
记同时代与萧友梅关系比较密切的即同行

、

同事
、

学

生或有较大影响学人的言行
，
与萧友梅的思想

、

实践相照应
，
以扩

大学术视野
� “

深情回忆
” ，
记述萧友梅亲属

、

好友
、

同事
、

学生的亲

见亲闻
，

作为历史的见证
，
从一个侧面来体现萧友梅的生活

、

工作

与品格
、

为人 � “

学者论评
” ，

引用某一研究者就某一事件
、

某个问

题或作品的评述
，

旗帜鲜明地表明
‘�

纪事
”

编者的倾向性 �间或还

有
“

编者按语
” ，

就某些事件或问题与争议点作交待或表明编者的

观点
。

从后三个版块的意义上说
， “

纪事
”

带点儿评传的性质
。

确定这个体例的意图在于
�

一是要把萧友梅的生平行事
，
置于

当年社会政治与人文历史的背景之下
，
置于现代中国音乐文化事

业发展的特有的状态之中
，
置于当年以人为轴心的社会关系之内

。

人次衣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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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要尽可能真实地勾勒与营造出萧友梅生活的那个年代所特

有的音乐文化氛围
�因为

，

萧友梅的成长与音乐实践活动
，

离不开

他所处的时代
，

离不开 �� 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

二是因萧友梅所取得的业绩与贡献
，

并非是他单独一个人孤军奋

斗所得来
，
而是与同时代的一批志同道合的音乐家们联手合作

、

相

互支持
、

齐心协力
、

共同努力的结果
�
所以

，
不能孤立地仅仅记写萧

友梅一个人的活动
。
三是萧友梅的思想

、

理论与实践
，
也不是他个

人的一种偶然的主观的事象
，
更不是他心血来潮的盲动言行

，
而是

在先生近 �� 年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人生观
、

历史观
、

哲

学观
、

美学观
、

教育观
、

音乐观的统摄下
，

自觉地顺应 ��世纪的时

代潮流
，
针对现代中国社会音乐文化的现状

、

发展态势与客观需求

而提出的一系列进步的思想
、

主张
、

措施和付诸实施的种种变革行

为
。

总之
，
在尊重历史

、

实事求是的原则下
，
这种体例可以使读者

比较清晰
、

真实
、

具体
、

形象地认识萧友梅的生活
、

思想
、

理论
、

创作

及其一生的音乐活动与教育实践
，
认识萧友梅究竟是怎样一位音

乐家
，

认识他的成长经历
，
认识他的艰苦创业过程及其不朽业绩与

历史性功绩
�在真实可靠的史实记述中

，

力求把具有独特人格
、

独

特个性
、

独特贡献的萧友梅呈现在读者面前
。

止版意义与 恳切期 蟹

“

纪事
”

与
‘’

廖传
”

相异之处
，
一是广开门路

，

刻意搜集史料
。

在所记的大量事迹中
，

有许多是鲜为人知的�这些材料长期尘封在

档案馆�室 �里
，
无人知晓

，

或
“

沉睡
”

在报刊书籍的字里行间
，

并

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
可以说

， “

纪事
”

发掘了相当一部分具有文献

价值的新资料�如留日回国考试的次数与时间
、

留德期间学习情

况及推迟回国的原因
、

����年离京南下的日期
、

抗战初期办学的

新思路等等 �
，
从而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

，
澄清和解决了若干说法

不一的记载
，
从而也回答了少数人对萧友梅的曲解或错误批判

。
二

是文图并重
，

穿插编排
。
全书在用文字表述的同时

，
又配以三百余

幅反映萧友梅生平活动或与萧氏有关的文化人物
、

音乐人物�包

括先生的学生 �的图照或某些历史事件的背景图像
，

其中不少是

在大陆首次发表
，

有的还是最近才发现
、

求索
、

搜集所得
，

极其珍

贵
�还有一些是实物�如留学毕业证书

、

成绩单
、

亲笔条幅
、

书信
、

著作的封面及部分手迹 �翻拍影像
，
图文互见

，
两相对照

，
便于记

忆
，

也易引起阅读兴趣
。
这在音乐出版界

“

传记
” 、 “

年谱
”

类图书

中
，

似乎还少见
。

“

纪事
”

的问世
，
一是有利于对萧友梅研究的深入

，
由此可以

引起音乐学术界对发掘新史料的重视
，

并使史学研究尽可能地和

现实的音乐实践相联系�当然决不能简单化
、

庸俗化
，

牵强附会 �
，

为当前的音乐事业服务—���� 年 �月上旬
，

由中宣部支持
、

中

央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
、

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承办的
，

把新见萧友梅史料为主要文本
，
以

“

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
”

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
即是一例

。
二是有利于学习继承萧友

梅从社会的需要出发培养人才
，
学习萧友梅勤俭办学

、

师资为本
、

严谨治学
、

质量第一的治校精神
，

特别是在当前教育领域还存在心

态浮躁
、

急功近利
、

金钱挂帅
、

盲目扩招
、

忽视质量
、

学风不正
、

无序

竞争的情势下
，

学习萧友梅的办学精神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是有利

于学习
、

弘扬体现在萧友梅身上的诸如凛然的民族气节
、

崇高的爱

国思想以及艰苦奋斗
、

求真务实
、

严于律己
、

任劳任怨
、

秉公处事
、

不殉私情
、

淡泊名利
、

帮困扶贫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如果与

当前广泛宣传和践行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品德教育相结合
，

“

纪事
”

在某种程度上似可作为向音乐界广大青年学子进行思想

品德教育的一本辅助性教材
� 四是有利于进一步廓清长期以来强

加在萧友梅与国立音专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
，
为

“

重写音乐史
”

提

供了一定数量富有说服力的真实史料
，
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历史以

本来面目
。

黄
、

汪撰写
“

纪事
” ，
无非是想为从事中国音乐史教学和研究

的专业人士
，
尽可能提供一本比较翔实

、

可靠的有关萧友梅的资料

性工具书
，
为开发

、

拓宽萧友梅研究
，

做一点儿辅助性工作
。
在这

里
，
黄

、

汪恳切期望在不久的将来
，

有心萧友梅研究的中青年学人
，

能在
“

纪事
”

的基础上
，
进一步去挖掘

、

搜集更多不为人知的资料
，

写出一本史料更丰富
、

史实更可靠
、

内容更充实的萧友梅年谱或传

记或评传
。
因为

，

就萧友梅在中国 ��世纪音乐史上的地位
、

贡献和

深远影响而言
，
中国音乐文化界如果没有一本全面翔实

、

以萧友梅

为主人公的年谱与传记
，

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

�纪事 》虽具有上述一些特点和出版意义 ，

但限于主客观方面

的种种条件
，

肯定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失误�如史料的不实
、

编排

的不当或观点的偏颇等等 �
，

简而言之
，
还不够成熟

�
所以将本书

定名为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 。

真诚欢迎大家的批评
、

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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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音乐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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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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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月钱仁康在歌曲刊物

�上海歌声》发表了《五四以来的歌曲作家萧友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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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两位先生可说

是不约而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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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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