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 念 萧 友 梅 先 生

—在首都音乐界纪念会上的发言

赵 讽

今夭
，
在我们破除迷信

、

解放思想的今

天
，
我们集会来纪念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先

驱—萧友梅先生
，
我认为是 有重 大意 义

的
。

过去
，
有些时期

，
对于近现代音乐史的

研究
，
时常有背离历史唯物 主 义 的论 点出

现
，
这对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

、

繁荣当前

创作
，
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

从世界观的范畴上说
，

萧友梅先生属于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同时
，
他

的音乐思想中也渗透了不少儒家音乐思想
。

在他早年的政治活动中
，
充分地证明了这一

·

点
。

在 日本
，

他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

中山先生共居处
，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总

统后
，
萧友梅先生先后任总统府秘书

、

教育

司科长
。

为了赴欧洲继续研究音乐
，
他才脱

离了政治活动
。

后来
，
他把毕生的精力

，

放

在发展音乐教育工作上
，

可以说是我国专业

音乐教育工作的最主要的奠基人
，
为我国音

乐教育工作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

萧友梅先生在作曲方面的成就也应该充

分给予肯定
。

虽然
，

像萧淑娴同志曾经告诉

我的那样
� “
萧友梅先生在北京时

，

忙于好几

个学校的教学行政工作
，
像女师大音乐系

、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等
，
由于 当 时 军 阀统

治
，

内战频仍
，
教育经费经常被军阀移作战

费
，

为此
，
他不得不经常奔走呼吁

，
以求能

把这些学校维持下去
，
故而没有时间专心致

力于作曲
，

但他仍然为了教学的需要
，
创作

了不少的作品
。 ”

萧友梅先生的创作
，
充分表现了他的革

命民主主义的思想
，

如
� 《五四纪念爱国歌》 、

《北京女界联合会歌》和《中华好 》等
，
都是最

好的例证
。

萧友梅先生的音乐思想
，
在他的一篇《关

于我国新音乐运动》 �答记者问�》一文中作了

很清楚的阐述
。

他一方面很重视音乐的社会

功能
，
对传统音乐他注意其历史价值和时代

思潮的问题�另一方面
，
他很重视社会音乐生

活
，
主张发展音乐事业要从培养师资

、

奖励

天才和鼓励集团唱歌三方面着手
。

在音乐形

式上
，
他重视音乐的民族特点

，
并认为无论

是
“
改造旧乐

”
或是创造一个新的国民乐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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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翻�一切��一 较完整外
，
大多数作品都还不够成熟

，
需要继续加

工提高
。

同志们在发言中
，
着重谈到了我国交响乐事业

的发展间题
，
大家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

下
，
交响乐事业所取得的成绩

。

但是
，

由于十年浩

劫的破坏
，
以及我们在音乐文化事业的管理休制上

和工作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
因此

，
我国交响乐事业

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
。

第一
，
交响乐事业的管理问题

目前我国除了有一批以伴奏及配乐为主的管弦

乐队外
，
只有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和上海交响乐团是

专门从事交响乐演奏的团体
。

这跟我们十亿 人「�的

大国本极不相称
。
�罗马尼亚二千多万人 口

，
就有十

六个交响乐队
，
美国每个中等城市都有一个交响乐

队
。
�由于近年来文化部门强调了用经济规律来领导

文化事业的结果
，
使得这两个交响乐队也不可能用

全部时间与精力来务
“
正业

”
了

。

例如
�

中央乐团交

响乐队
，
除保证外国指挥专家的排练与演出外

，
为

了完成文化部规定的经济任务和增加个人收入
，
其

余时间全部用去为电影配音
，
去年搞了 十 几 部 电

影
，

今年可能更多
。

而新影乐团本是专门为电影配

音的乐团
，
由于中央乐团抢了他们的生意

，
他们就

无
“
正业

”
可干

，
只好去搞轻音乐演出

，
这种现象是

极不正常的
。

又如
，
上海交响乐团

，
由于交响乐音

乐会卖不出票
� 电影配音好赚钱

，
为了完成经济收

入
，
就只好分散成小乐队去搞轻音乐赚钱

。

蕊叼幽蕊兮�人丫�几甘�人甘山

发展交响乐事业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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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日晚

，
文化部

艺术二局与中国音协

创作委员会联合举办

了两场交响乐新作品

试奏会
，
由中央乐团

交响乐队
，

中央歌剧

院乐队担任试奏
。
这

次试奏的新作品共十

首
，
绝大部分都是粉

碎
“
四人帮

”
以后的新

作
。

试奏后
，
举行了

两次座谈会
，
大家对

这次试奏会的做法很

满意
，
认为是扶植交

响乐事业 的 有 力 措

施
，
对从事交响乐创

作的作曲家是一个很

大的鼓励
。

希望这种

做法能坚持下去
。
对

于试奏的 十 首 新 作

品
，
大家认为多数作

品都有可取之处
，
比

起五十年代的创作
，

在技术上是有所提高

的
，
但除个别作品比

备
�

夺务书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吞苏荟备谷、

由月
、翻丙 、山州护山门、 ‘ 目 、山成

、
翻成

，由‘ 今白病 、
创命 “ 今 翻布、山病

、 翻月
、
创寻 妇丙

、
创月

、
翻门，

创口

都
“
不能把旧乐完全放弃

” ，
并认为

“
冤集旧民

歌
”
和

“
莞集民曲小调

” 、 “
整理旧剧

”
和发展新

创作是发展
“
新时代的民众音乐

”
的四条必需

采取的措施
。

萧友梅先生在他 自己创作实践上
，
也是

遵循了这些主张的
，
如

�

他写的可以说是我

国的第一首钢琴音乐的《新霓裳羽衣曲》
，
从

结构上说
，
他采用了传统的序

、

遍
、

尾声的

结构
，
在音调

、

和声和织体上也力求具有一

定的民族特征
，
应该说

，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都是十分难能的
。

过去有人认为
，

萧友梅先生的创作没有

在人民的音乐生活中发生很广泛的影响
�
又

说他在音乐教育方面主要是照搬欧美的音乐

教育体制等等
。

我认为
，
类似这种说法都有

一点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考虑间题的缺

点
，
甚至可以说这些缺点是当时历史局限性

的必然
。

如果考虑到在当时国家处于帝国主

义的胁迫之下
，
人民处于水火之中

，
在先进的

知识阶层中
，
人们到处去追寻救国

、

救民的

道路
，
从而

“
实业救国

” 、 “
司法救国

” 、 “
教育救

国
”
各种各样的主张都应时而生

，

萧友梅先生

在当时
，

在政治上追随孙中山先生
，
因而写

出了象《 国土》 、 《 国耻》 、 《国难歌》 、 《国民革命
歌》 、

之从军歌 》等一系列爱国歌曲
。

在教育上
，

他追随蔡元培先生
，
除了大力提倡美育教育

�

�
�



世界各国都把交响乐作为一个国家音乐水平高

低的标志
，
这个事业又是需要花大量的钱才能兴办

起来的
，
在苏联

、

东欧及朝鲜是完全由国家包干的
。

在资本主义国家
，
绝大多数交响乐队都是由资本家

资助的
，
每年少则几十万

、

多则百万元以上
。

象世

界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就是由几个大财团联合资

助的
，
全世界没有一个交响乐团是不赔钱的

。

现在

我们采取
“
一刀切

”
的办法

，
把交响乐团跟歌舞团

、

戏

曲剧团同等对待
，

要交响乐团跟其他艺术团体一样

去完成经济任务
，

事实已经证明
，
这对交响乐事业

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

第二
，
交响乐的创作问题

我们的交响乐事业要得到发展
，
根本的间题

，

就是要使交响乐创作繁荣起来
，
必须经常有一定数

�和质盆的交响乐作品
，

供给交响乐队演出
，
但目

前可供选用的作品很少
。

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对交响乐创作的扶植很不够
，
交响乐是音乐艺术中

一种比较高级的艺术品种
，
要写好一部交响乐

，
豁

要多方面修养
。
目前我国能够写又愿意写交响乐的

作曲家并不多
，

据不大精确的统计
，
建国以来有管

弦乐作品问世的作曲家全国约三十人左右
。

一些热

爱交响乐事业的作曲家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写出一部

作品来
，
经常是既不能出版又得不到机会演出

，
甚

至连试奏一次的可能都没有
，
仅北京一地

，
除这次试

奏的十个作品外
，
目前在交响乐队指挥和作曲家手

中的新作品
，

还可举行五场试奏会
。

音乐是听觉的

艺术
，
不能把音符变成音响

，
作曲家的劳动等于白

废
，
一个作曲家的创作热情越高

，
写出的作品越多

，

内心的痛苦就越大
。

目前我国交响乐创作还处于比

较幼稚的阶段
、

如果没有大量的作品间世
，
不断从

创作与演出实践中来总结经验
，
要提高交响乐创作

水平就无从谈起
，
没有好的作品出来

，
所谓发展我

国民族交响乐事业就成了一句空话
。

第三
，

指挥
、

演奏员的培养与更新间题

要办成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交响乐队
，
必须每

个乐队成员都有高度的技巧和艺术修养
。

世界著名

的交响乐团
，
都是集中了本国以及世界各国的优秀

人才组成的
。

他们采取招聘及合同制的办法广泛吸

收人才
。
由于我国现行的劳动管理制度卡得太死

，

人员不能流动
，
从而堵塞了人尽其才的通道

，
造成

人才的严重浪费
。

这里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 ①内蒙

有一个吹小号的同志
，
原是中央乐团德国小号专家

班上的优秀生
，
中央乐团曾去内蒙商调

，
地方不放

， ’

在那里又无用武之地
� ②西安音乐院大提琴教师赵

震霄同志
，
是国内第一流的大提琴家

，
中央乐团要

调
，
西安不放

，
赵感到自己的才能不能发挥

，
粉碎

“
四人帮

”
后就离开祖国到新加坡去了

，
在那里

，
被

聘请为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 ⑧上海芭
蕾舞团一名年青的指挥是交响乐队指挥 的 后 起 之 、

秀
，
很有发展前途

，
中央乐团两位交响乐指挥年事

一

�

已高
，

急需培养年青的指挥接班人
，

中央乐团多次

跟上海有关领导商调均不同意
。

类似上述的情况还

之外
，
强调音乐

“
移风易俗

”
的作用

，

并且用

自己的创作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反帝
、

反封建

的政治思想
。

只能说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

他的音乐活动还不能和当时的人民群众的革

命运动相结合
，
因而他的这些主张和愿望和

其他一些志士仁人的愿望一样
，
还不可能完

全得到实现
。

正如列宁同志所告诉我们的
�

“
判断历史的功绩

，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

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

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见列宁《评经济

浪漫主义》 ， 《列宁全集》第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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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考虑
�
第一

，

萧友梅先生在当时

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的
，
这决定了

他对人民的态度， 第二
，
从他的音乐创作

，

特别是音乐教育工作的成就来看
，
他是作了

一些前人所没有作出过的事业和贡献的
。

因

此
，

充分肯定萧友梅先生在我国近代音乐事

业上的贡献
，

肯定他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
一

历史地位
，

绝不能用后来的条件和成就来衡

量一个历史人物
，
这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历

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

让我们认真地开展一个
“
从孔夫子到孙

中山
” 、

在近现代音乐史上
“
从萧友梅到聂耳

勿

的研究运动吧� 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

民族的新的音乐文化
，
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

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