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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音学报 《黄钟 》 1 9 90 年第 3期刊有拙

稿 《关于 (天下为公 )歌 》 ,

介绍过这首从 30 年

代初起几乎在全国广为流传的著名歌曲
。

但

当时却找不到任何版本可为依据 (连以搜集

史料歌曲为专职的
、

收有 42 8 首曲的《中国近

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书
,

亦付圈如 ) ;

也找不到熟知此歌的人能合作记录
。

故只得

由自己个人来
“

忆谱
”
了 — 听别人唱叫

“

记

谱
” ,

自己唱只好叫
“

忆谱
”
吧

。

但个人忆谱是

难得十分准确的
; 而对这么一首富有历史意

义的歌曲
,

仅靠忆谱而不见原谱
,

且连作曲者

的姓名都失传
,

既心虚又不心甘
,

一直耿耿于

怀
;
为此

,

曾写过好几封信向熟与不熟的友人

求援
,

征询忆谱的意见与原谱的下落
。

蒙音乐

学家沈洽教授询问过张 肖虎教授
、

素未谋面

的台湾音乐史学家颜廷阶教授询问过李永刚

( 1 9 1 1 ~ )张昊 ( 19 1 2一 )李中和 ( 1 9 1 3一 )及汪

精辉 ( 1 9 1 7 ~ )诸教授
, “

均不得知作曲者是何

人
. ”
尤令人感念的是好友作 曲家钟立 民兄

,

不仅代为多方打听 (包括音乐学家黄翔鹏教

授的推则
,

说或可能是杨仲子作 曲 )
,

还将女

歌词作家 (电视剧 《三国演义 》的词作者 )王健

同志的两份供参照的忆谱曲稿也寄 了来
,

她

并言
“

此歌系我小学时 ( 1 9 3 5 ~ 1 9 4 0 )唱的
,

是

先生教的
,

可见全国流传
。 ”
笔者家乡原江西

省音协副主席熊志成兄也帮忙查阅了不少资

料
,

并找到另一首 《夭下为公 》歌
,

却为唐学泳

作曲
: “
曲调与你我当年唱的完全不同

。 ”

各地

回函
,

其结果
,

对原谱的寻觅均属失望
,

几乎

印实了我在拙文附记中所言
: “

看来想从 已有

的旧书谱中找到本曲
,

是相当渺茫的
。 ”

而事情进展竟有峰回路转之机遇
,

我却

在本地通过友人的关系意外地获得了正式刊

印的乐谱
,

实不禁大喜过望
,

终于了却一桩心

愿 )
。

这谱正面为线谱
,

反面则为简谱译谱 (省

去词
,

但却有线谱所不载的 4 小节
“
过门

” ,

且

与我的忆谱全同
.

线谱左方上题为
“
于右任提

议采礼运 ,’8 个字 ;
右上方为

“
易韦斋拟调萧

友梅正拍
”

(见附谱 )
:

这就可以完全肯定
,

这

首曲子的 (初稿 ) 曲作者是易韦斋
,

最后定稿

是萧友梅 (
“
正拍

”

是否比
“

调整节拍
”
含义更

广些
,

包括
“

加工修改
”
?则尚有待高明指教 )

。

易先生与萧博士是有过多年合作的
“

老搭档
”

了
:

萧博士的传世名作
、

曾被选入
“

20 世纪华

人 音乐经 典
”

中的 《问 》一 曲
,

即为
“

易韦斋

词
” ,

1 9 2 2年作
; 而 1 9 3 2 年问世的《上海 国立

音乐专科学校校歌 》
,

也是 由二人合写词曲

的
。

1 9 2 7 年 n 月 27 日
“
上海音 乐学 院

”

成

立
,

萧氏即为代理院长兼教务处长 (正式院长

为蔡元培挂名 ) ; 1 9 2 8 年 9 月改名为
“

国立上

海音乐专科学校
” ,

萧氏正式任命为校长
,

易

韦斋即是该院校创办以来最老的国文教授
.

过去的国学家
,

对诗
、

词
、

歌
、

赋 的基础 皆深

厚
, “
词

”

与 (带音乐的 )
“

曲
”
又是相通的

;
易韦

斋虽以作词为主
,

但能
“

自度曲
” ,

是完全可信

的
。

故原题为
“

易韦斋拟调
” ,

大概也就相当于

现在通用词的
“

作 曲
”
吧 ? l而该 曲能有目前这

么易唱
、

顺 口
、

动听
,

显然又是由于有过作曲

专家萧友梅的
“
正拍

”

之功
。

说得白一点
,

这首

歌
,

实际上是萧友梅与易韦斋二人合作的曲

子
。

《天下为公 》歌到此才找到了真正的
“

作

曲
”

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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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谱还有一值得注意的
“

重点
” ,

即左上

方的
“
于右任提议采礼运

”

中的
“

提议采 (用 )"

这三个字
:

什么场合
“

提议
”
? 因何缘由言

“
采

勺 这是应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
可说也从

侧面正好印证了《黄钟 》拙文转引的那句话
:

“ 四川籍的长辈巫先生甚至还说
: `

那是当时

的国歌呀 1’ ”

萧友梅博士于 1 9 2 0 年将出自

《 尚书大传 》中的古词 《卿云歌 》谱曲后
,

曾经

当年的国会通过为
“

中华民国国歌
” ;
但这首

歌 或许是因
“
词

”

太古老了 (虚词 全是用的
“
兮

、

兮
、

兮 ")
,

且内容华而不实
、

朦胧空泛
,

给

老百姓唱来只能是不知所云
,
作为

“
国歌

” ,

显

然推广不开而失去其意义
.

国学根底深厚的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大书法家 )才有这
“

提议

采
”
的进言

,

目的显然是要取《卿云歌 》而代

之
,

成为另一首备用
“
国歌

”

的
。

原谱与拙稿中的忆谱相较
,

除节拍出入

较多之外 (原谱只用 4 4/
,

字音拍的延长
,

是

用延音记号
,
表达

;
忆谱则写成了实拍

,

故 出

现 4 4/ 与 3 4/ 的交替节拍 )
,

音调则共错了 3

个音
:

一是第 2 小节原谱

忆谱
3 , 尘寻 1 5 -

原 谱

口三 1 3
’

之 2

一 ,

麟墨 {
,

忆 谱

. (王 健女士寄来的忆

谱
,

这两处皆与原谱相符 ) ;
三是第 3 小段开

始处的
“
男有分

”
的音调

,

出乎意外
,

原谱却是

,

而 王健女士和我都是忆

成五声音阶的音
:

王作

,

彩
攀

拳
犷祥鬓{

,

我

(刊于 《黄钟 》的谱是简

谱
,

故以上用简谱与线谱对 照说明 )
:

这一对

比情况
,

显然
,

易
、

萧两位前辈是更着重于字

韵的准确
,

而不在乎是否五声音阶或
“
正音

”

与
“
偏音

”

之别了
。

至于
“

中段
”

词的用升高半

音的第四音级的转调处理 (包括其
“

过 门
”

中

伽绷、 苏 丫 为 公 常备 拟 ’阁

反符 正 拍

升高半音的第四音级 )
,

忆谱

是准确的
,

与原谱相同
。

这一正式出版的歌页
,

是出自 1 9 2 9年 ( 民国 1 8年 )

3 月上海三民公司发行的共
4 集的《三 民教育唱歌集 》第

1 集中
。

1 9 3 5年这首歌又曾

易名为 《孔子纪 念歌 》 ,

载 5

月 1 日出版的湖北特种教育

处印发的 《复兴 民族歌曲选

编 》歌集中
。

窃以为
, 《夭下为公 》歌

,

无论从史料
、

从音乐创作本

身
,

都应收入音乐资料集中
、

收入萧友梅先生的全集中
。

1 9 9 4
.

1 2
.

8 初摘

1” 5
.

4
.

20 再稿 于式汉

音院

日勺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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