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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萧友梅的中西音乐观

李　菁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７）

【摘要】萧友梅作为我国早期的音乐教育家、理论家、作曲 家，在 我 国 音 乐 发 展 之 路 上 的 贡 献 是 不 言 而 喻 的。国 内 学 者 从 他 的 音 乐

思想、音乐作品、教育理念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对萧友梅的中西音乐观所持 评 价 褒 贬 不 一，语 焉 不 详，且 存 在 争 议。中 西 音 乐 观 贯 穿

于萧友梅的整个音乐教育和创作研究中，因此本文试图对他的中西音乐观进行阐述与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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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友梅的留学经历
萧友梅的音乐思 想 和 他 的 人 生 经 历 是 分 不 开 的，他 自 幼 就 接

触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且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５岁 时 移 居 澳 门

开始读书，之后又 进 入 新 式 学 堂 受 到 新 式 教 育，毕 业 后 随 校 长 第

一次留学 日 本，并 且 接 触 到 音 乐，这 是 他 音 乐 之 路 的 初 次 涉 足。

１９１２年，萧友梅再出国，赴 德 国 的 莱 比 锡 音 乐 学 院 进 行 学 习，为

其之后的音乐教育事业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 础。回 国 后 先 后 在 北 京 大

学音乐传习所以及上海国 立 音 专 从 事 音 乐 教 育 工 作 及 创 作。留 学

的经历使他受到西方先进 文 化 思 想 的 影 响，而 他 的 中 西 方 音 乐 观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经历 中 逐 步 形 成 的。作 为 新 音 乐 文 化 的 代 表

人物，他的音乐思 想 势 必 会 影 响 当 时 音 乐 界 的 发 展 方 向，且 有 着

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对于萧友梅中西音乐观的争议
对于萧友梅中 西 音 乐 观 的 理 解，有 学 者 认 为 他 持 有 的 是 “全

盘西化”的主 张。较 早 提 出 这 一 主 张 的 是 匪 石，他 在 《中 国 音 乐

改良说》一文中 有 着 贬 斥 中 国 传 统 音 乐 之 意，同 时 表 达 了 对 西 方

音乐的赞誉之意。该文章于１９０３年载于 《浙江潮》，这一观点持有

者在当时大有人在，而匪石可 谓 一 声 “春 雷”，成 为 正 式 发 表 该 主

张的 “第一人”。以此观点为基础，匪 石 将 引 进 西 方 音 乐 与 教 育 视

为正确之路，并为此奋力疾呼道：“故 吾 对 于 音 乐 改 良 问 题，而 不

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 乐 哉，西 乐 哉。”匪 石 作 为 以 西

方音乐的审美来衡量中国 音 乐 的 代 表，在 当 时 的 知 识 阶 层 中 非 常

普遍，并形成了一股思潮。萧友梅 先 生 也 有 过 此 种 言 论，他 认 为，
我国传统音乐落后于西方 音 乐，并 且 提 出 要 全 面 学 习 西 方 音 乐 的

主张，他提倡采用 西 方 先 进 科 学 的 方 法 来 改 进 我 国 的 音 乐，有 学

者认为这是萧友梅思想核心之一。
“本来不能叫它做西洋音乐，因为 将 来 中 国 音 乐 进 步 的 时 候 还

是和这音乐一般，因为音乐是没 有 什 么 国 界 的。”萧 友 梅 在 对 待 中

西方音乐的态度上也有着 明 确 的 言 论，在 提 到 中 国 记 谱 法 技 术 落

后、中国音乐家 素 质 低 下 这 样 的 问 题 时，他 曾 提 出，在 世 界 乐 坛

上，西方音乐是进 步 于 中 国 音 乐 的，且 中 国 音 乐 已 经 没 有 了 属 于

它的地位。他还提出：“自唐开元元年至今一 千 二 百 年 间 我 国 音 乐

仍是依然故我毫无进步改良。”
萧友梅的此种 观 点 引 来 不 少 争 议 之 声。有 学 者 认 为，世 界 音

乐的体系不同，不能将不同国家的 音 乐 放 置 到 一 个 体 系 中 去 比 较，
如若一味强调西方音乐的 优 势，势 必 对 中 国 音 乐 的 发 展 带 来 不 利

影响；也有学者 认 为，虽 然 萧 友 梅 思 想 的 基 本 点 是 “中 乐 不 如 西

乐”，但要分清他持有此思想的目 的，我 国 音 乐 的 落 后 实 为 社 会 现

状，作为这一时期 音 乐 界 的 领 军 人 物，他 有 义 务 和 责 任 引 导 着 音

乐走向新的发展方向。
萧友梅曾对自己提倡西乐说过这样的话：“我 说 这 一 番 话 好 像

是自扬家丑，但是我们的爱至深，故不觉责之切，我们要对症下药，

中国的音乐才有办法”，又说：“我之提 倡 西 乐，并 不 是 需 要 我 们 同

胞做巴赫，莫扎特，贝 多 芬 的 干 儿，我 们 只 要 做 他 们 的 学 生。”这

样一番话表明 了 萧 友 梅 “爱 之 深 责 之 切”的 心 情，让 更 多 的 人 也

多出几分理解。他在引进西 方 音 乐 时 更 为 注 重 的 是 西 洋 的 音 乐 技

术，包括形 式 和 工 具，并 不 是 要 改 变 我 们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的 灵 魂。
“中国人民是非常富于音乐性的……在 旋 律 上 那 么 丰 富 的 中 国 音 乐

将会迎来一个 发 展 的 新 时 代。” “中 国 人 民 富 于 音 乐 性”、 “旋 律 丰

富”的表述是积 极 乐 观 的，明 显 持 有 肯 定 态 度，由 此 可 看 出 萧 友

梅实则对中国传统音乐有 着 自 己 的 准 确 理 解，并 不 像 一 些 学 者 认

为的那般持 “全 盘 西 化”态 度，与 鄙 薄 我 国 传 统 音 乐 者 更 是 有 着

本质区别。而 萧 友 梅 口 中 的 “古 乐”也 是 “中 国 音 乐”一 词 的 同

义替换而已。从之 后 几 十 年 的 音 乐 建 设 来 看，学 习 西 方 的 道 路 不

失为最合适的一条。对萧友 梅 的 音 乐 主 张 更 为 合 适 的 评 价 应 该 是

“中西合璧，兼收并蓄”，其为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做出了贡献。
三、对于萧友梅 “中西合璧”评价的辨析
萧友梅在国立音专教授的学生 丁 善 德，曾 在 文 章 中 这 样 评 价：

“萧友梅办校并没有照搬 外 国 的 一 套。当 时 音 乐 院 的 课 程 设 置，虽

然以学习西洋音乐为主，但同时专设有国乐组。可见他对民 族 音 乐

也是重视的……”看来在国立音乐院的教学中，萧友梅还是 表 现 出

对民族音乐的重视的。
萧友梅也十分 注 重 中 国 民 间 音 乐。他 在 一 本 传 统 曲 调 集 《俗

曲集》的序中赞扬了 民 间 音 乐 的 价 值，他 说：“顾 一 国 之 中，必 有

所谓国民音乐…… 如欲保存 此 种 有 特 性 的 曲 调……可 供 作 曲 家 与

音乐史学家之参考。”此外，他还进 行 过 古 谱 的 翻 译 与 研 究，在 音

乐创作中也曾于传统文化 中 获 得 灵 感。这 些 均 看 出 他 对 传 统 音 乐

的重视。
通过对萧友梅中 西 音 乐 观 的 梳 理 和 辨 析，笔 者 认 为 在 萧 友 梅

的观点中主要体现的还是 兼 收 并 蓄 的 思 想，走 的 是 音 乐 改 良 的 道

路。不论如何都不可否认萧 友 梅 为 中 国 音 乐 历 史 性 的 变 革 开 了 一

个头，而音乐工作者肩负的责任也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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