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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 辰!"#周 年 黄 自 诞 辰!##周 年 研

讨会!之际! 我想从作曲与作曲技术理

论专业的角度!谈谈两位伟大的先行者

和 奠 基 者 对 我 们 后 来 者 的 三 点 启 示"!$
拓荒者的勇气#"$艺术家的风范#%$学者

的使命$

!$拓荒者的勇气

萧 友 梅 先 生 与 黄 自 先 生 是 中 国 音

乐勇敢的拓荒者$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 金

声玉振的音乐!"却无%作曲&’对萧友梅

而言是&’()’*+,+’-!对黄自而言是.’(/
)’*+,+’-(这个词和概念以及它所涵盖的

现代观念)理论)实践及其发展$ #正是

两位拓荒者$%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才

促成了%作曲&在今日之中国就如同在当今世界多数国家

一样!是社会上一门独立艺术和一项职业!是高校一种含

有综合技术理论的专业! 是促进音乐艺术整体及各个分

支领域不断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实践! 也是不同艺术

不同文化’今天甚至可以是不同科技领域(之间的声音的

纽带$正是两位拓荒者当年开天辟地耕耘播种!才逐步促

成了%作曲&在今日之中国就如同在当今世界所有文化强

国一样!既可是民族音乐文化心智情感的个人表述!亦可

为排忧解乏的大众乐心之旅! 还可成勇者寻奇声妙音的

%极地&探险$

萧友梅先生两次远渡重洋!历时!0年!先留学日本习

教育学与音乐!后留学德国习作曲与音乐学#获哲学’音

乐(博士后归国赴京建北大音乐传习所!再南下创办上海

国立音专!首设理论作曲组!坚持严肃音乐创作与教学达

"#年!直至病逝$ 黄自先生留美五载!于欧柏林学院习心

理学与音乐!再至耶鲁大学习理论作曲!获文学与音乐双

学位#归国后至英年早逝!执教上海国立音专共九年!承

担了理论作曲组全部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 培养了中国

第一批作曲与作曲理论的种子人才$ %

萧友梅先生黄自先生把欧洲传统的作曲观念) 技术

和理论系统地引入贫弱衰颓和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力

图改变%我国旧乐不振&的状况!催生%民族化的新音乐&$

他们倾其毕生! 以非凡的勇气在战乱的中国文化沙漠中

拓荒与播种*理念)技术)理论)创作!他们是既有专业素

质与人文修养!又愿毕生奉献所敬之业的青年人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先生们拓荒的成果*中国成长

中的音乐学院及其教学体系!中国发展中的作曲实践)理

论与人才梯队! 却始终伴随着不谐和音" 从三十年代的

%学院派&)%洋奴&到五十年代的%崇洋媚外&!从%文革&时

期的%资产阶级走狗&到时下的%在西方阴影下&)%只教外

语不教母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诽谤可以惑心丧志!

亦可迫人思索而强信心#阻力可致延缓停顿!亦可蓄势待

发而添新机$然而!因此类论调对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学养

不足的领导颇有误导作用!此处暂且择其三点予以简析!

以期正本清源$

关于对%学院派&

学院成为%学院派&!应当理直气壮$ 因为!学院区别

于社会上一切别的公司机构机关设施的最重要的性质特

点和责任是! 专门传承人类迄今为止在相关领域积累的

思想)知识)技能以及道德规范!为未来的专业人才打下

有用的和某些看起来似乎是无用的基础以利他们进一步

发展并创造一切可能的新的%派&$ 学院主要是培养人才

而不是天才!但好的学院可以扶持人才并成就天才$学院

自然可以兼顾某些短期的实用目标! 但好的学院决不会

因此而些许动摇它长远的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是过于理

想因而不实用的(教育目标$ 学院有自己的传统和特长!

但好的 学 院 一 定 会 广 采 博 纳’哪 怕 是%院 外 派&和%在 野

派&(以丰富自己的传统$在作曲专业方面!二十世纪欧美

音乐学院的两个例子可资佐证"其一!1$勋伯格乃自学成

才的%院外派&!随着星转斗移却成了欧美学院派的宗师$

他在美国时期教过的2$凯奇是不折不扣的%在野派&并坚

持与他创立的序列主义反其道而行之! 后来却成了相当

一部分学院派的崇拜偶像$ 其二!意大利作曲家3$诺诺毕

业于法律系!因酷爱音乐转而从事作曲$他忠实于意大利

共产主义运动! 献身于为提高无产阶级的文化批判力而

创作和推广先锋音乐的事业! 终身拒绝在音乐学院当学

勇气
风范

使命
!!!萧友梅和黄自对中国作曲与作曲理论

专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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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派! 先后有幸跟他在他威尼斯的私人"作曲作坊#学习

作曲的弟子如!"拉亨曼$#"$%胡伯尔等有创作信仰 而 无

学院文凭% 属于左派知识分子和地地道道的作曲 "在野

派#%后来都成了欧洲音乐学院的著名作曲教授并形成了

"学院派#新的分支!

关于"走出西方的阴影#

此处所谓"阴影#者%邪恶笼罩也&"西方#者%欧美传

统与当代音乐文化也! 西方优秀的传统音乐中的启蒙与

人文精神$理性与逻辑规范$人格与人性的弘扬$技法与

观念的传承% 以及西方饱含人文价值的当代音乐中对所

处时代与社会的揭露与批判精神$反叛与不妥协的态度$

超越极限的勇气$对待试验失败者的宽容$技法与观念的

创新等等% 正是中国音乐在&’世纪重新崛起全面发展的

过程中急需学习借鉴和互补的经验教训! !同理%西方音

乐中所缺乏的那些中国音乐的长处%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

化互动的过程中也正在和将要成为西方音乐借鉴和互补

的对象! 文化在封闭的环境中%必然趋于衰亡%这正如自

然界中生物纯而又纯的近亲繁殖必然导致物种退化! 因

此%从整体而言%东方"走出西方的阴影#与西方"走出东

方的阴影#同样既荒谬也不可能!

面对古代现代中国外国西方东方南方北方的文化$

传统$潮流$音乐$理 念$技 法%对 于 今 天 的 作 曲 家$理 论

家$艺术家而言%进得去出得来是勇者%深入浅出又能进

进出出是智者% 不知道进自然也进不去因而只能由人牵

着鼻子走的是弱者%进得去出不来是愚者%进不去却喊要

出来是谎者%进去不出反而高叫未进者出来是骗者!以此

观之% 当年萧友梅先生和黄自先生的所作实乃有先见之

明的勇者智者之所为!

关于"只讲外语不讲母语#"

人们常将音乐比作语言!这固然不错%可音乐毕竟不

是语言! 立志成为小提琴家$钢琴家的人%必须从小练习

所选"外语#乐器以至终生! 而有志于成为民族器乐演奏

家的人%必须从小练习所选"母语#乐器以至终生! 在中

国%在学习过程中%选"外语#乐器的人%最好选修一样"母

语#乐器作为补充&而学"母语#乐器的人%则应选修一样

"外语#乐器作为修养! #又以作曲专业为例%作曲学生在

开始学习之前%应该演奏过"外语#乐器或"母语#乐器或

者这两者%并具有相应的音乐实践的初步经验!开始学习

后他要循序渐进地深入到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四大件#

中去以便了解前辈先贤与当代大师的经验% 逐渐探寻并

形成自己的艺术方向与道路! 面对源于欧洲而今几乎遍

及世界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系统与教学法 ’即比喻中

的"外语#及其语法系统(%在找到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

文化的我们自己的’先假定这是可能的(作曲与作曲技术

理论系统与教学法’即比喻中的"母语#及其语法系统(之

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并吃透"外语#的"语言#现象及本质

和原生"母语#形态%将两者比较并找到他们之间的契合

点与矛盾处%再尝试确定新建"母语#系统或"双语#系统

的必要性$可行性$困难性$互补性’很多有识有志之士已

经和正在进行此类或成功或失败的工作(等等!而萧友梅

创立的音乐传习所和国立音专正是从一开始就进行了这

种了解$比较$尝试和建设的实践! 结果之一就是由黄自

先生开始% 日后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延续发展至今的

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中的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教学体

系! 我们暂且沿用这个比喻而称其为"母语#和"外语#的

"双语互补体系#! $今天%尽管两位先生昔日开垦过的荒

漠还远未尽成绿州% 可那已经长出并历经风暴的片片胡

杨林%正等待人们用爱心$定力$韧性和心智去守护和拓

展!我们%拓荒者的后继人%责无旁贷%只有进一步发扬两

位开拓者的勇气和智慧% 才能在中国历经数百年衰退和

数十年奋斗后终于重新开始全面和平崛起的今天% 知己

知彼%扬长避短%勇敢地解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

国的音乐文化和音乐创作及其教学所面临的新的困境$

挑战和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两位先生未竟的事业!

&"艺术家的风范

什么是艺术家作曲家应有的风范) 除了用作品和人

生轨迹作出回答% 萧友梅和黄自先生还在著述中给我们

以至今仍发人深省的启示!

让 我 们 与 先 贤 的 在 天 之 灵 对 话 并 领 悟 其 中 的 含 义

吧!

萧友梅先生*

"把光辉送进人类的心的深处! #%

能够送进人类的心的深处的光辉只能是音乐作品的

内涵通过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所放射出的高尚的思想和纯

洁的信仰那烁烁光芒和熠熠清辉! 这是对作曲家在作品

的思想境界方面的最高要求!

"一有私心%便会使艺术家堕落! ++本着大公无我

的精神把艺术当作一件圣神的事业! #&’(

所谓神圣的事业乃神一样圣洁的事业! 把作曲当作

神一样圣洁的事业%就自然容不得私心! 一有私心%这神

圣的事业便有了瑕疵! 私心一重%其圣洁度便荡然无存!

这作出来的曲子无论包装宣传如何%自然没有光辉%从思

想灵魂人文的高处坠落到感官肉体的低层! 作曲家艺术

人格的堕落%便是快慢早迟的事了!

"伟大艺术家对于艺术一定要 ,鞠躬尽瘁% 死而后

已-! #&)(

艺术家对于艺术% 科学家对于科学% 哲学家对于哲

学%文学家对于文学%诗人对于诗歌%当然还有作曲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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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作曲!凡是无愧于伟大二字的!必然是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然而!对于做到了这一点的人!艺术#科学#音乐等

等除了引领他与先贤圣哲的伟大灵魂进行对话以外!未

必能许诺他这$伟大%的桂冠与权杖"唯其如此!人类文化

那真理的上帝对于未来的$伟大%所进行的甄别#选拔才

能严格有序地持续"

$大师都是贫贱不慑于饥寒! 富贵后亦不流于逸乐

者" %!"#

能够做到贫贱不慑于饥寒!富贵后亦不流于逸乐者!

与作曲艺术的关系必然已从感官与利益上升到理念与理

性的层面!再升华到精神与信仰的高度" 唯有如此!才会

有甘于寂寞安贫乐道富贵不淫因而能神游于艺术天地之

间的凛然大气"

$天才之伟大!原是勤勉#磨练#挫折#苦难的积累" %!$#

天才之堕落!一定是懒惰#骄矜#自私#傲慢#捧杀的

结果"

$&&博采西乐之长!然后对于中国音乐的改造方有

把握" %!%#

对中国音乐越是热爱! 发展中国音乐的愿望越是迫

切和理智!就越要博采西方音乐文化之长!越要清楚自己

与其它音乐文化圈的优势弱点与事态发展和趋向" 萧友

梅和黄自先生正 是 博 采 西 乐 之 长 用 以 进 行 比 较 思 索!!&#

从而确定改造中国音乐的方向! !’#进而启动和推进这一

事业的先行者"

$不因聪明而懒惰!不因富裕而偷闲!不因赞美而骄

矜!不因攻击而气馁" %!(#

真正的艺术家作曲家应该与普遍的人性弱点反其道

而行之’聪明而执着!富裕而勤勉!受赞美而愈谦恭!遭攻

击而更奋进"

黄自先生’
$&&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有学者风的艺人" %!)#

有学者风的艺术家作曲家在创作中孜孜不倦精益求

精!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坚守独立文化品格!抵

制快餐文化侵蚀的精神排污法! 也是保持一方净土圣洁

清明和学院安身立命之所在"

$一种是善于辞令而没有多少思想的&&第二种是

口讷于言!而言必有物" 每个字!每句话都耐人咀嚼#寻

味" %*+#

对这两种音乐作品! 黄自先生的鄙薄与欣赏十分鲜

明" 音乐作品中是否言必有物!是否每个$字%!每句$话%

都经得起咀嚼并耐人寻味! 这正是真正的艺术品与二三

流作品的重要区别! 也是学养深厚者在品味和鉴赏的角

度方面有别于常人之处"

$&&把毁誉置之度外(只求用音乐极诚挚的表示自

己的个性与满足自己的理想美! 而绝对不肯迎合时代的

标准与世人的心理" %*,#

$时代的标准% 指一个时期的艺术主流时尚的规则"

$世人的心理%就是一般世俗之人的审美心理" 这两点对

于追时尚与跟风潮的音乐作品无疑是赖以生存之道!可

对于真正敢开风气之先和自创流派风格的作曲家而言!

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毁誉置之度外!用音乐极诚挚地表

示自己的个性与满足自己的理想美*的躲避之物"

$&&因一时成功而觉自满!不自策励&&不过流为

一个才有余而力不足的浪漫作曲家&&%" *-#

自满和不自策励! 是导致在作曲方面才能有余却因

功力匮乏而流为一般的浪漫作曲家的主要原因"今天!特

别是我们的周围!这样的例子)因一时的成功而满足于自

称 $最著名%#$最成功%#$最具独创性%#$最有代表性%等

等*难道还少吗+,

$&&都要有几分傻气!而我自问是不够资格的" %*"#

灵#精#才气#聪明!是艺术的第一个层次" 没有这个

层次便与艺术无缘"然而大艺术还需要另外的东西"黄自

先生引用一个$傻%字!道出了真正作曲艺术精神的另一

个重要层次" 与聪明相连和顿悟之后的$傻%需要慧根和

资格"没有这几分$傻气%!就不会不受世俗利益的诱惑而

苦其心志去追求大艺术的纯真($傻%的程度不够!就不愿

在没有利益保障的情况下去奉献创造($傻% 的这几分不

到位! 就不敢在大艺术的探险中甘冒危难开山劈水而不

回头"

$音乐的滋味有两种’一种如糖!先甜而后腻(另一种

如橄榄!先涩而后甘" %*$#

先甜而后腻的音乐初听觉得甜美! 因缺乏思想内涵

深度而让人再听生腻(先涩而后甘的音乐初听并不甜美!

其深厚的精神和技巧内涵引人再听回味咀嚼推敲思索"

黄自的作曲趣味与价值取向由此可见一斑"

!"学者的使命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人%的使命是

)**怀疑!*%#)+*认知!*&#),*信仰!*’#" 而$学者%的使命则是

)**竭 尽 所 能 发 展 他 所 从 事 的 学 科!*(#)+*成 为 人 类 的 教

养员!*)#),*指出并代表他所处时代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

平!.+#)-*成为真理的献身者" .,#萧 友 梅 和 黄 自 既 是 作 曲

家#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又是音乐行政管理者和学者"他

们两人正是在那个困苦的年代用生命的全部历程履行了

费希特所说的学者的使命"对照之下!作为萧友梅和黄自

所创基业的后继者!我们与其时时愧疚汗颜!不如常在夜

阑人静之时扪心自问’

我们!我们中国今天的作曲家们!我们像萧友梅先生

黄自先生那样! 在不为市场名利追潮逐流只为理想心智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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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殚精竭虑创作音乐之余! 还为总结实践关注社会启迪

大众教化后学而勤奋著述了吗"

我们!我们中国今天的作曲理论家们!我们像萧友梅

先生黄自先生那样! 在不为职称营利只为填空补缺而严

谨著述之余! 还不断地通过个性化民族化的作曲实践去

检验应证深化开拓自己的理论探索了吗"

我们!我们中国今天的音乐教育家们!我们像萧友梅

先生黄自先生那样!在传授技术广播知识启迪思维之余!

还把连接中西贯通古今与道德垂范风骨教化作为在全球

化大背景中开垦民族音乐文化新绿州的革新之途了吗"

我们!我们中国今天的音乐行政管理者们!我们像萧

友梅先生黄自先生那样! 在不得不身处文山会海汇报之

外!还活跃在音乐教学研究创作演出的前沿第一线吗" !"#

我们是不为做官只为做事# 不在官本位名利场中苟营利

益只为音乐为创作为理论为乐团为学生为教员为听众#!$#

不唯上级权势只唯真理信仰吗"

$$

诘问!叩问!扪心自问!问问自己%

深思!反思!定神沉思!思思追贤&

这!或许是我们纪念中国音乐的拓荒者萧友梅’黄自

先生的特殊而必要的方式之一( 这!或许是我们走出当前

经济增长’文化贬值!生产力上升’创造力下降的悖论怪圈

所需的良知动力的来源之一(学科发展与教化民众的责任

感和崇高的道德使命与献身精神!将会帮助我们把萧友梅

先生黄自先生对后人的启示逐步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以及

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年轻一代将要拥有的无穷精神财富!那

就是)拓荒者的勇气!艺术家的风范!学者的使命(

创作
研究

%此文根据!""#年$$月!%日宣读于*上音院庆暨纪念萧友梅诞

辰$!&周年与黄自诞辰$&&周年研讨会+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这包括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比如琴曲’

姜白石的自度曲-’世俗应用音乐$$&

’这里所涵盖的现代观念主要指!现代的作曲,’()*(+,-,(.-作

为专业与学科!应具有人文特点’人格特点’社会特点’理论

特点’实践特点’多声特点’教育特点& 当然!历史上的中国有

另外一种形态的音乐及其创作和传承方式& 无论它与现代意

义的/()*(+,-,(.是否相合! 都不会影响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

值& 因为!它是音乐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定条件下的

客观反映!也是现代中国作曲及其理论发展不能和不可回避

的源泉之一& 有关问题的阐述此处不赘&

(当然还有一批与之共同努力的志同道合者&

)如人们所熟知的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以及谭小麟

等&

*当然!西方音乐与东方音乐一样!有精华也有非精华%或者更

准确地说!有不同层次’不同口味和不同功能属性的作品类

别& 这自然也是有待展开的一个重要话题&

+德意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大帝对来访的法国文豪伏尔

泰说!他对朋友讲法语!对下属讲英语!只对士兵和马讲他的

母语德语& 看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一方面是促使普鲁

士乃至德意志在十八世纪崛起的当之无愧的*国际型+领导

人才!另一方面又是*只讲外语不讲母语+的极端者&

,萧友梅先生当年聘用刘天华’朱英等国乐大师正是此意&

-限于篇幅!此处不拟详述&

.萧友梅!.萧友梅音乐文集/!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编!上海

音乐出版社!$00&!第#&$页(

/0#同注.!萧友梅!第12$页(

/"#同注.!萧友梅!第103页(

/$#同注.!萧友梅!第103页(

/1#同注.!萧友梅!第10$页(

/2#同注.!萧友梅!第12&页(

/3#见萧友梅 .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0!&-!.最近一千年来西

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01#-%同注.!

萧友梅!第$%30$43页!第#$#0#$%页(

/4#见 黄 自 .怎 样 才 可 产 生 吾 国 民 族 音 乐/,$01#-!.黄 自 遗 作

集/!上海音乐学院编辑小组!$004!文论分册!第3%034页(

/5#同注.!萧友梅!第#&0页(

/6#黄自!.黄自遗作集/!上海音乐学院编辑小组!$004!文论分

册!第#$页(

78#同注$0!黄自!第1%页(

70#同注$0!黄自!第1$页(

7"#同注$0!黄自!第!4页(

7$#同注$0!黄自!第1$页(

71#同注$0!黄自!第#&页(

72#费希特,56768,/9-:-!.人 的 使 命/!商 务 印 书 馆!$02!%合 订 本

.论 学 者 的 使 命 人 的 使 命 /! 商 务 印 书 馆 !$02#!!&&1!第

%300#页(

73#同注!3!费希特!第030$#%页(

74#同注!3!费希特!第$#40!$2页(

75#费希特,56768,/9-:-!.论 学 者 的 使 命/!商 务 印 书 馆!$02$%合

订本.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商务印书 馆!$02#!!&&1!
第1%0#$页(

76#同注!2!费希特!第#!0##页(

!8#同注!2!费希特!第##0#3页(

!0#同注!2!费希特!第#30#%页(

!"#黄自当年任国立音专教授!教理论作曲组的全部课程!任教

务主任!此外还坚持创作与理论著述不辍(

!$#萧友梅先生在赴德留学之前!已任过清廷学部视学官与孙中

山的民国总统府秘书%担任国立音专校长后!除公务校务授

课著述创作之外!还兼任校图书馆管理员( 由此足见其作风

与心态( !

朱世瑞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于庆新"

!"



!刘派琵琶"初论

!!!为!""#年$!月海南"刘德海琵琶艺术国际研讨会#写
!刘派琵琶"的主要艺术特征有以下几点#$一%独创性和兼容性&$二%基础性和

全面性&$三%继承性和创造性&$四%哲理性和科学性&$五%丰富性和开放性’

从刘德海的演奏特点来看!独 创 性 和 兼 容 性"#刘 德 海 的 琵 琶 演 奏(是 集 诸 家

各派之长(走探索创新之道(以科学的态度走!独造"之路’ 他的演奏风格全面继承

了江南诸派琵琶的清新细腻的风格(也从同时代的青年琵琶家那里吸收了营养(但

是又独辟蹊径’ 因此(他戏称自己是!组装"而成的’

从刘德海的琵琶教学来看!全面性和基础性"#他要求学生的演奏能够有柔有

刚(有虚有实(力求全面’ 而在要求全面的同时还得有自己的特点(最为重要的是学

生要有独创意识’ 从学生时代起(就应该树立独创精神和独创意识’ 只会模仿(没有

独创精神的学生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 同时(刘德海在教学中极其注意学生的基

本 功 训练(极其注重基础性练习(而反 对 拔 苗 助 长 式 的 速 成 教 育)反 对 培 养 匠 人 式

的教学方法’

从刘德海的创作方法来看他的!继承性和创造性"#!刘派琵琶"是传统琵琶的

继承者)集大成者(同时有是传统的勇敢的挑战者和创造者’

从刘德海的琵琶理论来看他的!哲理性和科学性"#刘德海经过了多年的哲学

思 考 和钻研(形成了他的!兼容*优选*鼎 立"的!金 三 角"文 化 ! 哲 学 思 想(并 在 这 一

思想指导下(透析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

丰富性和开放性’ !刘派琵琶"是在新中国条件下发展)萌芽起来的(是在改革

开放的新时代走向成熟的’ 如果和传统的琵琶流派相比较(它具有明显的丰富性和

开 放 性’ 刘德海从六十年代开始登上国 际 舞 台(七 八 十 年 代 以 来(随 着+草 原 小 姐

妹,在 世界各地和各大交响乐团的合作 演 出(琵 琶 出 国 演 奏 的 机 会 增 多(又 产 生 了

面向外国听众的新问题(对琵琶演奏风格提出了更新的问题’ 今天的琵琶应面向全

人类(琵琶的视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阔’

" #$%&’&()$ *&+,- ./!0(+-1 *23..4 ./ 5(6’"#78(&&$% /.8
&3$ 9%&$8%’&(.%’4 *-:6.1(+: .% 0(+ ;$3’(-1 5(6’ "8&
(% <’(%’% (% ;$2$:=$8 >?@A
!0(+-1 *23..4 ./ 5(6’"6.11$11$1 &3$ /.44.B(%C :’D.8 ’8&(1&(2 /$’&+8$1#$E% .8(C(%’4(&-
’%, (%24+1()$%$11&$>% $4$:$%&’8(%$11 ’%, 2.:68$3$%1()$%$11&$F% (%3$8(&’%2$ ’%,
28$’&()(&-&$A% 63(4.1.63(2’4 ’%, 12($%&(/(2 :$’%1&$G% ’=+%,’%2$ ’%, .6$%%$11H
$E% I8(C(%’4(&- ’%, (%24+1()$%$11 (% 0(+ ;$3’(-1 6(6’ 64’-(%C#0(+-1 64’-(%C 3’1
=$%$/(&$, /8.: )’8(.+1 123..41 ’%, 28$’&$, 3(1 .B% B’- ./ $J64.8’&(.% ’%, (%%.)’K
&(.% (% 12($%&(/(2 &$8:1H <(1 1&-4$ 3’1 C8.B% .+& ./ )’8(.+1 123..41 (% *.+&3LM’1& ./
N3(%’ ’%, 3’1 ’41. 4$’8%$, /8.: 3(1 2.%&$:6.8’%$.+1 -.+%C 6(6’ 64’-$81H #3’& (1
B3- 3$ 2’44$, 3(:1$4/ ’%!’11$:=4$,"’8&(1&H
$>% M4$:$%&’8(%$11 ’%, 2.:68$3$%1()$%$11 (% 0(+-1 &$’23(%C1#<$ ’1O1 3(1 1&+,$%&1
&. 64’- (% =.&3 1./& ’%, 1&8.%C B’-1((H$H &. =$ 2.:68$3$%1()$ =+& B(&3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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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3.+& .8(C(%’4(&- (1 %.& ’ P+’4(/($, .%$H 9% &3$ :$’% &(:$(0(+ ;$3’( ’&K
&’23$1 C8$’& (:6.8&’%2$ &. &3$ 1&+,$%&1-=’1(2 1O(441 &8’(%(%C ’%, .66.1$1 ’%-
&$’23(%C :$&3.,1 ./ $J2$11()$4- 16$$,$,L+6 $,+2’&(.% ’%, :’1&$8 L.8($%&$, &8’(%K
(%C1H
$F% 9%3$8(&’%2$ ’%, 28$’&()(&- (% 3(1 2.:6.1(&(.% :$&3.,1#!0(+-1 *23..4 ./ 5(6’"
3’1 C8.B% .+& ./ &3$ &8’,(&(.%1 =+& (& (1 ’41. ’ 2.+8’C$.+1 23’44$%C$8 &. &3$ &8’,(K
&(.%1 ’%, ’ 28$’&.8 ./ %$B 123..41H
$A% 53(4.1.63(2’4 ’%, 12($%&(/(2 :$’%1 (% 3(1 &3$.8- .% 6(6’ 64’-(%C#Q’%- -$’81 ./
3(1 63(4.1.63(2’4 &3(%O(%C ’%, 8$1$’823 4$, &. 3(1 28$’&(.% ./ 2+4&+8’4 ’%, 63(4.K
1.63(2’4 (,$.4.C- ./ !R.4,$% #8(’%C4$"=’1$, .% &3$ &38$$ $4$:$%&1 ./!(%24+1()$%$11(
1$4$2&(.% ’%, .6&(:(S’&(.%"H<(1 ’%’4-1(1 .% &3$ (%%$8 8+4$1 ./ ’44 :’&&$81 3’1 =$$%
2.%,+2&$, +%,$8 &3(1 (,$.4.C-H
$G% "=+%,’%2$ ’%, .6$%%$11#0(+-1 *23..4 3’1 ,$)$4.6$, (% &3$ %$B $’8 ./ 8$K
/.8:1 ’%, .6$%(%C +6 (% N3(%’H 9&1 ’=+%,’%2$ ’%, .6$%%$11 ’8$ 1. $)(,$%& (%
2.:6’8(1.% B(&3 .&3$8 &8’,(&(.%’4 123..41 ./ 6(6’H 0(+ ;$3’( :’,$ 3(1 ,$=+& .% (%K
&$8%’&(.%’4 1&’C$1 (% &3$ ETU?-1(’%, (% &3$ V?-1 ’%, W?-1(3(1 )(1(&1 ’=8.’, 3’,
(%28$’1$, 4’8C$4- B(&3 &3$ 6$8/.8:’%2$1 ./ 3(1 !0(&&4$ *(1&$81 .% &3$ R8’114’%,"(%
:’%- 2.+%&8($1 ’8.+%, &3$ B.84, (% 2..6$8’&(.% B(&3 :’D.8 1-:63.%- .823$1&8’1H
#3(1 2’+1$, %$B (11+$1 ./ 6$8/.8:(%C 1&-4$1 ’%, $%2.+%&$81 B(&3 /.8$(C% ’+,($%2$H
#.,’--1 ’8& ./ 6(6’ 64’-(%C 13.+4, =$ .8($%&$, &.B’8,1 &3$ B3.4$ B.84,(’1 &3$ )(K

1(.% ./ 6(6’ ’8&(1&1 3’1 %$)$8 =$$% 1. =8.’,$%$, =$/.8$H

勇气 风范 使命

!!!萧友梅和黄自对中国作曲与作曲理论专业的启示

在 上 海 音 乐 学 院 院 庆 暨 纪 念 萧 友 梅 诞 辰E>?周 年 黄 自 诞 辰E??周 年 研 讨 会 之

际(我想从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角度(谈谈两位伟大的先行者和奠基者对我

们后来者的三点启示#EH拓荒者的勇气&>H 艺术家的风范&FH 学者的使命’

EH 拓荒者的勇气

萧友梅先生与黄自先生是中国音乐勇敢的拓荒者’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

中 (有 金 声 玉 振 的 音 乐 (却 无 !作 曲 "$对 萧 友 梅 而 言 是X.:6.1(&(.%(对 黄 自 而 言 是

2.:6.1(&(.%%这个词和概念以及它所涵盖的现代观念)理论)实践及其发展’ 正是两

位拓荒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才促成了!作曲"在今日之中国就如同在当今世界

多数国家一样(是社会上一门独立艺术和一项职业(是高校一种含有综合技术理论

的专业(是促进音乐艺术整体及各个分支领域不断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实践(也

是不同艺术不同文化$今天甚至可以是不同科技领域%之间的声音的纽带’

>H 艺术家的风范

艺术家对于艺术(科学家对于科学(哲学家对于哲学(文学家对于文学(诗人对

于诗歌(当然还有作曲家对于作曲(凡是无愧于伟大二字的(必然是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然而(对于做到了这一点的人(艺术)科学)音乐等等除了引领他与先贤圣哲

的伟大灵魂进行对话以外(未必能许诺他这!伟大"的桂冠与权杖’ 唯其如此(人类

文化那真理的上帝对于未来的!伟大"所进行的甄别)选拔才能严格有序地持续’

FH 学者的使命

萧友梅和黄自既是作曲家)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又是音乐行政管理者和学者’

他们两人正是在那个困苦的年代用生命的全部历程履行了费希特所说的学者的使

命’ 对照之下(作为萧友梅和黄自所创基业的后继者(我们与其时时愧疚汗颜(不如

常在夜阑人静之时扪心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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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4,H 9& 3’1 %.B =$2.:$ ’ +%()$81(&- :’D.8 2.%&’(%(%C 2.:68$3$%1()$ &$23%(2’4
&3$.8-(’%, ’ =’1(2 68’2&(2$ &3’& 68.:.&$1 &3$ ,$)$4.6:$%& ./ &3$ :+1(2 ’8& ’1 ’
B3.4$ ’1 B$44 ’1 (& )’8(.+1 1+=L,(12(64(%$1H 9& ’41. 1$8)$1 ’1 ’ 4(%O =$&B$$% ,(//$8K
$%& ).(2$1 ./ ,()$81(/($, 2+4&+8$1 $.8 $)$% ,()$81(/($, 12(L&$23%H
>% #3$ ’8&(1&8- ./ ’ :+1(2(’%
"%- ’8&(1&(12($%&(1&(63(4.1.63$8(B8(&$8(6.$& ’%,(./ 2.+81$(’%- 2.:6.1$8(B3.$)$8
B(13$1 &. =$2.:$ C8$’&(B.+4, 3’)$ &. 16’8$ %. $//.8& (% &3$ 6$8/.8:’%2$ ./ 3(1
,+&- +%&(4 &3$ $%, ./ 3(1 4(/$H <.B$)$8(%.!C8$’&"4’+8$41 .8 B’%,1 B.+4, %$2$11’8(4-
=$ .//$8$, &. &3.1$ B3. 3’)$ ’23($)$, &3(1 =- &3$ ’8&(12($%2$ ’%, :+1(2($&2H I%4-
(% &3(1 B’- 2’% &3$ R., ./ 3+:’% 2+4&+8$1 68.2$$, (% 3(1 1$4$2&(.% ’%, ’+,(&(.%
/.8 &3$ C8$’& :$% &. =$H
F% #3$ :(11(.% ./ ’ 123.4’8
Y(’. Z.+:$( ’%, <+’%C [( B$8$ =.&3 2.:6.1$81(&3$.8(1&1 ’%, :+1(2 6$,’C.C+$1
’1 B$44 ’1 :+1(2 ’,:(%(1&8’&.81 ’%, 123.4’81H #3$- 3’, /+4/(44$,((% &3$(8 $%&(8$ 4(/$
16’% ,+8(%C &3.1$ -$’81 ./ 3’8,13(6(&3$ :(11(.% ’1 ,$/(%$, =- ]H RH ^(23&$H 9%
2.%&8’1&(B$ B3. ’8$ &3$ 1+22$11.81 ./ &3$ 2’+1$ 28$’&$, =- Y(’. Z.+:$( ’%,
<+’%C [((13.+4, 2.%&$:64’&$ ’%, $J’:(%$ .+8 .B% 2.%12($%2$ (% 1$8$%(&- 8’&3$8
&3’% 1(:64- /$$4(%C ’13’:$, /8.: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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