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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协

理论委员会、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联合主办 , 萧

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承办的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学

术研讨会于 2006 年 8 月 7 日至 9 日在京郊举行。

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在撰写《 萧友梅编年纪事》一书

过程中 , 发现了萧氏写于抗战初期的《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

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养

成班理由及办法》等一批珍贵文献。萧友梅先生从当时中华

民族生死存亡的形势出发 , 以一个职业音乐家的历史使命感

和社会责任感 , 及时提出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应服务于社会、

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等主张。新发现的史料充分体现

了萧友梅音乐思想的进步性 , 在今天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次研讨会旨在结合这些新发现的史料 , 联系萧友梅一贯的

道德人品、办学精神、治学态度、美学思想 , 对当前的音乐教

育、音乐创作和音乐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来自全

国 1 0 余所音乐学院和音乐研究所的近 40 位音乐学和作曲

专业的学者、教授参加了研讨会 , 共提交论文 30 多篇。会后

主办方将收集优秀论文编辑、出版《 萧友梅研讨文选》。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中宣部和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

的大力支持 , 并得到了《 人民音乐》和《 音乐周报》等多家媒

体的响应。同时 , 研讨会也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的高度

重视 , 王次炤院长于百忙之中撰写了以“ 弘扬先贤思想遗

产 , 拓宽学术研究空间”为题的开幕词。

会上 , 代表们讨论的比较集中的话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

方面 :

一、关于专业音乐教育

萧友梅是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 而

与会代表们也大多来自音乐院校。联系萧友梅的教育思想和

实践 , 大家对当前的音乐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王次炤指

出 :“ 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改进。第一 , 如何加强

音乐教育的实践性 , 也就是如何使受教育者面向社会音乐实

践 , 成为社会音乐发展的推动力 ; 第二 , 如何增强专业音乐教

育的文化含量 , 使音乐教育融合在文化艺术的大氛围中 ; 第

三 , 如何提升音乐教育的民族意识 , 也就是如何建立具有民

族传统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 ; 第四 , 如何提高音乐教育的国

际化水平 , 也就是如何使中国的音乐教育立于世界音乐教育

的先进之林。”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王勇老师强调 :“ 面对

今天专业音乐教育中存在的为了经济效益而办学 , 学生就业

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 , 专业创作与教学、与音乐市场需求

之间的矛盾等问题 , 萧友梅的音乐思想仍有许多可借鉴之

处。”他提出“ 应该树立音乐要为国家服务的教育理念 , 应该

根据社会需求 , 更准确及时地调整我们的教学。”同时 , 他也

希望 :“ 政府可以通过调控功能 , 更好地调整音乐类专业人

才的供需关系。”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周世斌认

为 :“ 近十几年来 , 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呈现快速发展之势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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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产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 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专

业音乐教育办学定位的偏移或含糊不清。一些高校忽视专门

人才的培养规律 ,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失去自我 , 盲目

扩展专业 , 贪大求全 , 在发展中迷失方向。事实上 , 除了地盘

够大、人数够众、学科门类够多以外 , 办学质量和水平上并没

有明显改善 , 反而造成一种丧失特色、貌合神离的尴尬局面。

萧友梅在办学过程中强调音乐学科建设的严谨性、科学性和

音乐专门人才培养的循序渐进 , 这种严谨、科学的治学风范

确实值得当今的音乐专业工作者学习和敬仰。”山东师范大

学刘再生教授指出 :“ 萧友梅时代‘ 国立音专’的办学经验 ,

依然是值得我们回味的。”“ 我们今天的教育 ,‘ 官本位’的

现象比较严重 , 行政机构庞杂。教师队伍中亦不乏滥竽充数

者。绝大多数的音乐专业学生的学习只是停留在‘ 技术’层

面上 , 追逐时尚 , 随波逐流 , 缺乏萧友梅所说的‘ 培养其作为

中国现代音乐家必具之精神、思想与情绪’。”

二、关于音乐创作和作曲教学

70 年前 , 萧友梅曾在《 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一文中提

出“ 建立国民乐派”的主张。弘扬先贤思想 , 多位代表提出要

建 立 新 世 纪 民 族 乐 派 。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王 震 亚 研 究 员 指 出 :

“ 萧友梅出国学习音乐 , 回 国 埋 头 创 办 专 业 音 乐 教 育 , 毕 生

孜孜以求的是建立中国的民族乐派 , 使中国音乐能像俄罗斯

民族乐派那样在世界上‘ 与人争一日之长’。在几十年音乐

普及的基础上 , 我国近 20 年来涌现了一批才能杰出的音乐

人 , 他们经过严格的学习之后 , 以蓬勃的朝气为中国乐坛注

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在多种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 , 国外的一

些音乐活动中频繁出现他们的作品 , 并且得到了很高的评

价。这些成就和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乐派相比虽然还有差距 ,

但是否已开始实现了萧友梅的中国音乐‘ 与西乐有并驾齐

驱之一日’的宿愿了呢?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金湘强

调 :“ 作曲家都应该向萧友梅学习。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倡

作曲家应该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不是空洞的口

号 ,‘ 新世纪中华乐派’并非由谁提出 , 亦非由谁来建立 , 它

实际上是每一位华人音乐家( 不论是先人或今人) 早就在追

求、实践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综合体。现在这个时候提出

来 , 只是为使人们目标更明确 , 奋斗更自觉。”前星海音乐学

院院长赵宋光建议 :“ 要想建立‘ 新世纪中华乐派’, 必须确

立四大支柱 : 首先对 56 个民族多元一体的音乐文化进行研

究 , 其次是对音乐教育内容的民族主体化进行更新转轨 , 第

三是音乐表演艺术多方位开拓民族特色 , 第四是音乐创作在

民族音乐文化沃土上的自觉创新。”

“ 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富有感染力

的话题。会上 , 代表们意犹未尽 , 会后( 8 日晚 ) 又在赵宋光

的房间里组织了一个学术雅集 , 自愿参加的代表们一直辩论

到次日凌晨。

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是几代作曲家们的夙愿 , 但是要实

现这一理想 , 必须要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作曲人才。中央音

乐学院作曲系陈丹布教授长期从事作曲教学工作。他指出 :

“ 中国音乐创作所面临的紧要问题是 , 我们在‘ 走出去、请进

来’, 不断学习研究西方现代先锋音乐的技术和风格并将之

运用于教学和音乐创作实践的同时 , 我们也有可能正在失去

我们的个性和风格 , 丢掉了我们的传统。在一些新作品中 , 我

们经常听到一个音响接着另一个音响、一种不协和紧跟另一

种不协和、一片一片的织体、一串一串的噪音和大量错乱的

节奏。而可听的旋律越来越少 , 打动人心的音乐也越来越少 ,

音乐的灵魂不断地缺失 , 音乐发展似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

随之而来 , 现代音乐的缺陷和弊端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必然

的———我们的音乐创作离普通观众越来越远 , 其受众面越来

越 窄 ( 有 时 甚 至 窄 到 只 剩 下 了 作 曲 家 们 关 起 门 孤 芳 自

赏) ! ”“ 我们的作曲教学中存在着‘ 四大件’教学与主科教

学脱节、学院音乐与社会音乐脱节、‘ 作曲圈子’与其他音乐

专业圈子脱节、作曲学生的培养方向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

象。学生在技术不过关的情况下 , 心态浮躁 , 盲目‘ 跟风’, 匆

忙学现代音乐 , 训练风格单一 , 缺乏个性的创造性。他们很少

写旋律 , 普遍认为写旋律‘ 拿不出手’。他们比较注重作曲技

术的训练 , 但往往会忽视音乐思想的表达和音乐灵魂的塑

造。”他认为:“ 与西方音乐不同 , 中国音乐以线性思维为主 ,

以纯粹的旋律方式架构音乐 , 旋律的线性发展决定整个音乐

的结构和风格。”因此 , 他呼吁:“ 应该再一次解放思想 , 大胆

地进行另一次的创新尝试 : 恢复和加强旋律写作的意识 , 回

到旋律线条写作的发展道路上 , 在不同于以往的层次和高度

上‘ 让中国风格的旋律写作重新发扬光大’! 应该努力创作

可听性强 , 可让更多听众理解的音乐 , 要建立某种‘ 新’的、

具有民族特性的、多样的音乐写作方式。”

三、关于音乐史料建设

本次会议的召开 , 主要是源于一批新发现的珍贵史料。

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的汪朴和黄旭东老师在撰写《 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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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编年纪事》一书过程中 , 搜 集 到 了 一 批 尘 封 数 十 年 、出 自

萧友梅手笔的珍贵文献( 已刊登在《 中国音乐学》今年第二

期上) 。新史料使我们对历史人物、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与会

者纷纷向新史料的发现者表示感谢和敬重 , 并呼吁要加强音

乐史料建设。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认为 :

“ 只有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充分的了解 , 才能解答历

史疑案。如果没有把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特定背景搞清楚 ,

就难以判断事情的性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

居其宏指出 :“ 重视史料建设、加强史料的搜寻与辨伪 , 是当

前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关键。在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教

学中 , 必须牢固确立‘ 史实第一性’原则 , 使之成为历史哲学

认识论的核心、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历史解读的惟一依

据。”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彭丽副教授认为:“ 近代音乐史

料的发掘之对于近代音乐史 , 有如考古学之对于古代史 ; 如

若说考古发现是人类纠正对于祖先文明程度认识严重不足

的依据 , 那么史料的发掘与解读则是对历史人物评价不断修

正的重要凭证 , 并以此来‘ 还原’真实的历史。”中央音乐学

院音乐学系梁茂春教授强调 , 在相对较为浮躁的今天 ,“ 应

该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和挖掘史料的精神。”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认为 :“ 要‘ 重写音乐史’, 首先需

要发现更多的资料。没有史料就谈不到有可靠的研究。史料

搜集可以按专题来做 , 也可以有组织地挖掘。另外 , 国家在科

研项目上应重视史料的收集工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郑祖襄教授指出 :“ 现今社会音乐文化的全方位发展 , 需要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提供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音乐史

知识、经验和教训。以往近现代音乐史学单一、片面、不丰富、

不全面的缺陷 , 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 或者说 , 是不能适应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新形势。而造成近现代音乐

史学这种落后的根本问题 , 是史料的不充实、不完备 , 而陈旧

的、不科学的史学观念又往往成为挖掘史料的阻碍。历史唯

物主义的根本讲的就是实事求是 ,‘ 实事’ 就是史料 , 没有

‘ 实事’就谈不上‘ 求是’。如果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史料的

发现和研究上没有大幅度的进展和改变 , 那么‘ 重写音乐

史’仍然是遥远的。”

会议最后 , 刘再生教授提出建立中国音乐资料馆的倡

议 , 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四、关于萧友梅的音乐思想和学术人格

萧友梅不仅是一位重要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 , 而且也

是一位勤于笔耕的音乐理论家。他那丰厚的音乐文论不仅引

导和推动了 20 世纪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 , 而且对今天的音

乐工作者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会上 , 多位同志发表了对

萧友梅音乐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 , 特别是西安音乐学院罗艺

峰教授的《 从“ 文明交往论”看萧友梅音乐思想的构架与内

涵》一文 , 视角独特 , 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文章指出 :“ 处在

20 世纪初的萧友梅是中西音乐文化交往的先行者 , 这个时

期正是中西文化交往最频繁的时期。但是 20 世纪初的中国

与西方的交往力并不对称。这种不对称造成西方文化的强势

和几乎是单向的流动。在中西音乐文化的互诉、互动、互容、

互渗过程中 , 萧友梅的文化态度是积极融合而反对消极模

仿。他积极把中国音乐融入世界音乐体系 , 从而增强中国音

乐文化的交往力。从萧友梅的音乐思想中 , 我们不难发现全

景式文化视野、全体式知识结构以及全元式价值指向三大架

构。”

萧友梅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成就和声望 , 与他的高尚人格

是分不开的。郑祖襄教授认为 :“ 萧友梅使当今的音乐家、音

乐学学者、音乐院校办学者相形见绌。最突出、也是最耀眼

的 , 不是萧友梅的才能 , 而是萧友梅的思想和人格。他的思

想 , 就是创办、建设中国的专业音乐事业 ; 他的人格 , 就是以

民族文化、艺术事业为重的独立人格。萧友梅的一生中 , 人格

和才能是相映成辉的。人格的高尚维护了学术的尊严、文化

的尊严。今天的音乐家、音乐学家 , 或者是音乐院校的办学

者、管理者是难以与这位音乐前辈相比的。”

除了以上几个比较集中的议题以外 ,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

幸教授的《 用音 乐 唤 醒 民 族 意 识 》、旅 美 学 者 周 勤 如 的《 资

料共享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等论文 , 也都引起了大家的关

注。另外 , 中央音乐学院俞玉姿老师还宣读了她电话采访萧

友梅的女弟子李惠年的记录 , 这位百岁老人通过俞老师表达

了她对会议的祝贺。

两天的会议开得紧凑而热烈 , 代表们求真务实 , 联系实

际, 针对问题, 提出己见。温故而知新, 缅怀历史人物, 是为了

今天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正如王次炤在开幕词中所指出的 :

“ 对于先贤们的思想遗产 , 一定要进行分析 , 继承与弘扬其中

在当今仍有价值、仍有教育和启迪意义的内容, 从而使自己更

理性、更自觉地在合乎历史与艺术发展规律的道路上前进。”

宋学军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

( 责任编辑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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