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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 早期在 日本的音乐著作

�

达 威
·

…
音乐家萧友梅早期曾在 日本留学

，

一九

�一年入东京高师附中
，

同时在东京音乐学

校选修钢琴
、

唱歌
。

一九�六年入东京帝国

大学文科习教育
，

同时继续选修音乐
，

于一

九�九年毕业回国
。

这个时期
，

在 日本的中

国留学生
，

组织过颇有影响的一些音乐研究

会�如亚雅音乐会等�
，

积极开展了新 的音乐

活动和音乐教育活动
，
推动 了国内刚刚兴起

的学堂乐歌活动
。

有些文章和论著
，

都谈到萧友梅在这一

时期进行了音乐活动
，

但都语焉不详
，

论据

不足
。�

为此
，

前两年我曾查阅了一些早期中

国留学生在 日本出版的杂志
，

希望能证实这

一问题
，
但毫无所获

。

最近又继续查阅了一

些杂志
，

发现署名友梅的一篇音乐论著
，
题

目为《音乐概说 》 ，
分别连载在《学报》杂志第

一
、

二
、

三
、

四
、

六
，
八期上

，
时间从一九

�七年二月至一九�八年三月
。

《学报》杂志编辑兼发行人为何夭柱
、

梁

德酞
，
一九�七年二月在 日本东京创刊

，

停

刊时间未详
，

目前共见到八期
。

该刊名 《学

报》 ，

实际上是学校之报或学堂 之 报
，
作 为

普通学校教师
、

学生参考和社会人士 自学的

刊物 �
�

见何天柱的创刊叙言�
。

当时学校中的

各科教学
，

如修身
、

历史
、

物理
、

外国语
、

数学等等
，

均设一栏
，

另有 少 量
“
谈 丛

” 、

“
时事新闻

”
等栏 目

。

由于该刊创刊较晚
，

且

在当时同盟会成立后
，

革命派和维新派激烈

进行政治大辩论的背景下
，

该杂志诊响不很

大
。

文章署名友梅
，

当是萧友梅
。

因为同时

期在 日本学音乐和搞音乐活动的留学生中
，

尚未发现另有友梅者
�
且一 九 二 � 年 十 月

《音乐杂志》 �北大�一卷八号发表的萧友梅著

《中西音乐比较研究》一文
，

也用友梅署名
。

但《学报》第一期 目录虽署友梅
�

而文前署乐

天
。

其它五期 目录和文前均署友梅
。

乐天者

当为友梅的别署无疑
。

《音乐概论 》即在音乐栏内连载六期 �未

完�
，
共计约七十八页 �包括相当于五页的大

幅图表�
。

从其
“
总论

”
和 目次上看

，

似乎是

一部结构相当庞大的音乐全书
。
已发表的目

次如下
�

总论

�
、

音之发生及种类

�
、

音之性质

�
、

乐曲之种类 �文中
“
曲

”
字误为

“
器

”
字�

�
、

乐器之种类

�
、

音乐的定义与分门研究

第一编乐典

第一章 乐谱论 �共分十节�

第二章 音阶论 �只发一节�

其它编
、

章
、

节尚不得知
。

就已发表的这些



内容看
，
文章论述简练

，

条贯清晰
，

谱例翔

实
，
类似萧友梅在一九二�年写的 《普通乐

理》 ，

或即此著的蓝本
。

值得注意的是
“
总论第五

” 。

萧友梅认为

《乐记》中给音乐下的定义 “
不过自表面

” 。

他

写道
� “
晚近理学 日发达

，

各科学也 日趋于理

学的研究
。

故理学家日音乐者能感动人心之

历时的美术也
。 ”
�重点处原文为大号字�

这段文字中的
“
理学

”
即为理论

， “
历时

的美术
”
即为时间的艺术

。

这是当时西方资

产阶级理论家为音乐下的定义
。

但这段定义

中并没有指出音乐的物质前提
，
即声音

。

十

三年后
，

萧友梅已从德国留学回来
，

其所写

的 《什么是音乐
· ·

一 》 �见北大 《音乐杂志 》

����年 �月�一文中写道
� “
音乐是用声音来

描写人类感想的历时的美术
。 ”
在这里不仅指

出了音乐艺术的物质前提
，
而且指明这是德

国音乐学家牙打孙��
�

�����
���� 的定义

。

可

见早在留日时期
，
年仅二十三岁的萧友梅

，

就 已经开始涉猎了西方新兴起 的 音 乐 学 著

作
。

从而也证明署名友梅的文章
，
即萧友梅

早期的音乐论著
。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

萧友梅早在 日本

时期
，

即根据欧洲音乐理论
，
对近代音乐学

提出了十一项研究领域�见原文�
，
既表现了

萧友梅发展中国音乐的深邃而敏锐的眼光和

远大报负
，

也体现在他二十年代开始坚韧不

拔地从事音乐教育和富有成果的开创我国现

代音乐的实践中
。

这些研究领域
，

后来虽然

有不少音乐理论家进行了卓 有 成 效 的研 究

�如王光祈的一系列音乐理论著作�
，

但至今

有些领域尚属空白
。

这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深

长思之的
。

令人不解的是
，
萧友梅此后始终未吐露

过他这篇著作
，
以致他的亲人

、

共事者和学

生
，
均无从得知

。

萧友梅博士至今即将诞生

一百周年
，
兹录其总论第五以资纪念

，

并飨

读者
。

音乐概说
�

�节选�

总 论 友 梅

�
，

音乐定义与分门研究

音乐一语
，

英语 �����
，

德语 日 �
����

，

法

语日 �������
，

与拉丁语之 ������，
皆由希

腊语之 ��
����� 转用者

。

其意出自希腊古代

九女神话
，
谓九女神之 一

，

名 ���
�，

掌诗

词文章各艺
，

其所管之艺术日 ����� 云云
。

据 《乐记》 解释
，

则谓
“
声相应

，

故生变
，
变

成方
，
谓之音

，
比音而乐之

，

及干戚羽族
，

谓之乐
。 ”
然此皆不过 自表面下定义耳

。

挽近

理学 日发达
，

各科学也 日趋于理学的研究
。

故理学家日音乐者能感动人心之历时的美术

也
，

可谓深知音乐性质矣
。

但音乐研究之方

而不一
。

其记载音之高低
、

长短
、

动静
、

强

弱
，

与夫曲节之反复
，

拍子之种类
，

音位之

变化
，
及表示乐曲之主旨之术语者

，
日乐谱

�� � ��。 �����
。

研究简单乐音之 上 下移 动

连结者
，
日旋律 ��

������
。

总记乐谱之构造

与旋律之法则者
，
日乐典��

���� ��������
。

据乐曲以研究乐音调和 关 系者
，
日 和 声 学

���������
。

配合多种旋律使发和声者
，
日

对位法 ����������������
。

研究乐曲构成法

之原理者
，
日作曲学

。

研究曲学之形式者
，

日音乐形态学
。

据物理法则研究音乐者
，
日

音响学
。

考音乐与人身心之关系者
，
日音乐

心理学
。

综记音乐组织之各种 法 式 与 事 项

者
，
日音乐组织学

。

其叙述音乐发达以来与

人类进化之关系者
，
日音乐史学

。

以上各科莫

不以乐典为本
，

故于首编绍介之
，
以为研究

音乐之地步
。

�原载《学报》第一年第一号 一九� 七年二月�

�

原著无标点
。

标点和方括号中的字为本 文 作 者所

加
。

文内有重点处
，
原著为大号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