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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

《萧友梅音乐文集 》 读后

�孙继南�

为中国音乐史学界久所企盼的 《萧友

梅音乐文集 》 �陈聆群
、

齐毓怡
、

戴鹏海编
，

以下简称 《文集 》� 已于 ����年底由上海

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

该书收录了萧友梅

自 ����年至 ����年散见于国内外有关书

谱
、

报刊的音乐论文
、

短论
、

序言
、

讲演

稿及教材等计 �� 篇
。

它们从多角度反映出

这位音乐家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视和

深层思考
，

特别是他对建设
、

发展中国音

乐教育事业的诸多精辟见解
，

几乎渗透在

《文集 》 主要论著的字里行间
�

这些有关著

述
，

为我们全面研究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
，

提供了许许多多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和

资料
。

萧友梅先后两次出国留学
。

留学期间
，

除以音乐为主攻学科外
，

在日本曾就读于

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
，

后来去德国
，

考
一

入

菜比锡国立大学文科哲学系
，

在学习音乐

的同时继续从事教育学科的学习与研究
。

在此期间他学习的课目计有
�

教育学
、

心

理学
、

伦理学
、

学校组织法
、

学校管理法

以及音乐比较学等
。

这种把音乐与教育学

科同时并重的学习选择和探求
，

对他返国

后为复兴民族音乐文化而蓄志振兴中国音

乐教育这一理想的建立与实践的成功
，

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
�
可以说

，

萧友梅的音乐

教育观早在国外求学期间
，

即已开始形成
。

����年 �月
，

萧友梅自德国归来
�

�

月
，

发表了 《什么是音乐� 外国音乐教育

机关
。

什么是乐学� 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

的原因 》 �①这是萧先生回国后撰写的第一
篇音乐论文

。

它的标题
，

在一定程度上 已

显示 了作者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关注
，

其内容鲜明地体现了唤醒国人对音乐和教

育加以重视的撰文旨意
�

如该文第一部分

介绍西方音乐时这样写道
�“
欧洲人时时应

用科学的学理来改良他们的乐器
，

扩大乐

器所奏声音的范围
，

总要达到利用声音描

写各种动的生活
。 ” ②乍看起来 ，

此番话与

提倡音乐教育似乎关系不大
，

但细品不难

发现
，

其言外之意已把西方音乐教育对促

进欧洲音乐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规律作了隐

喻
，
因为这里所说的

“
科学的学理

”
显然

只有通过
“
教育

”
的途径方可逐步掌握

，

它

是
“
教育

”
的产物

�
接着

�

作者在介绍外

国的音乐教育机关和西方乐学的科学与进

步性之后
，

便直接表示出
“
西洋音学的进

步
，

全凭讲究音乐教育了
”
的感叹

�

文章

的后一部分
，

萧友梅通过对中国古代音乐

教育的历史追述
，

论证了中国音乐不发达

的首要原因是不重视音乐教育
�

他认为中

国现代音乐要想发扬光大
，

就必须有音乐

人才
，

而振兴音乐教育乃是造就音乐人才

之本
。

于是作者郑重指出
� “
我们今天若是

还不赶紧设一个音乐教育机关
，

我怕将来

于乐界一方面
，

中国人很难出来讲话了
。 ”

意思是说
�

中国如不立即重视音乐教育
、

培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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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音乐人才
，

将来势必难以立足于世界音

乐之林
。

作为
“
五四

”
时期的爱国知识分

子
，

萧友梅当时对开展音乐教育重要意义

的这一远见卓识
，

正是他回国后全身心地

投入到专业音乐教育艰苦创业中去的重要

思想基础和动力
�

萧友梅有关振兴中国音乐教育的诸多

认识和设想
，

在他回国后的理论与实践中
，

都有着鲜明的表述 与体现
。

�一�探本溯源
，

从历史经验中寻求中

国音乐及音乐教育落后的原因

萧友梅是一位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学

者
，

他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有着精深的

研究
�

在他的论著中
，

经常运用历史分析

和比较方法对中国音乐及中国音乐教育不

发达的原因进行探索
。

如前文所述
，

早在

����年回国之初
，

他就在第一篇论文中列

举中国历代音乐教育史实
，

一方面说明
“
在古代的时候

，

我们的政府也未尝不注重

音乐教育
” ，

同时也指出了历代音乐教育机

关
“
或作或辍

”
的弊端

。 ③后来 ，

他在为

教学而编写的教材 《普通乐学 》 第十章中

再次阐述了这一类似的论点
，

文中写道
�

“
至于我们中国

，

在周
、

唐两代
，

政府总算

热心提倡过音乐一次
，

可惜 自从南渡之后

�绍兴年间�就把教坊停办
，

以后一直到民

国还没有人出来认真提倡音乐教育
。

我国

音乐教育不发达
、

不改良
，

就是这缘故
� ”

④这种把中国千余年来无人认真提倡音乐
教育与中国音乐落后现象两者并列当作因

果关系加以强调的思维方法
，

是萧友梅寻

求中国音乐教育出路的基本思想
�

他一再

运用这种思路去观察
、

分析当时中国音乐

界一些现象
。

如
“
五四

”
前后

，

中国普通

音乐教育虽已逐步提上 日程
，

但教学质量

不高
，

并且教学中常有错讹发生
，

对此
，

这

位音乐教育家并未就事论事
，

而是别有一

番见地的指出
� “
这并不是教员的错

，

而是

他的师承不够
，

因为我们中国已经一千多

年没有办过一间音乐学校了
� ”⑤为了进一

步阐明
“
师承不够

”
的原因

，

他还写道
�

“
现在的唱歌教员

，

多半是师范毕业
，

但唱

歌一科在师范学堂向是不注重的
。 ”
诚然

，

师资为教育之本
，

音乐师资的来源不解决
，

音乐教育质量则无从提高
，

而解决音乐师

资来源最重要的途径当属兴办音乐师范教

育了
�

这正是萧友梅自二十年代起即倍加

重视音乐师范教育的思想渊源
。

再如对待

中国旧乐的不振
，

萧友梅伺样把
“
吾国向

来没有正式的音乐教育机关
，

以致音乐教

授法未加改良
�

记谱法亦不能统一
”
列为

重要原因之一⑥ ，

这依然是萧友梅善于把

握事物发展本质
、

坚持音乐教育对促进音

乐发展所占重要地位这一论点的表述
。

直

至 ����年
，

萧友梅在他逝世的前三年发表

的一篇文章中
，

还在执著地重复着上述论

点
� “
何以自唐开元至今一千二百年间我国

音乐仍是依然故我毫无进步改良�我人研

究结果
，

不出下列两个原因
�

第一
，

因为

向来习乐者偏重艺术一方面
，

不知在理论

上
、

科学上两方面研究
�
第二

，

政府所设

的教坊
，

目的专为养成乐工
，

并不是为发

展音乐艺术
·

…… ” ⑦在这里 ，

策友梅把习

乐者必须在理论和科学上进行研究及设教

坊这两个问题置之于应旨在
“
发展音乐艺

术
”
的角度

，

其用意依然是在于强调重视

音乐教育的必要性
�

上述种种都足以说明萧友梅通过探本

溯源已从历史经验中找到了中国音乐落后

的根本原因就是长期来音乐教育未能得到

重视
，

并由此坚定了他开拓
、

振兴中国音

乐教育事业的决心和弘愿
�

�二�学习
、

借鉴西欧音乐教育的经验
，

发展中国音乐教育

前后 ��年的国外留学生活
，

使萧友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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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对西方诸国
，

尤其是意
、

法
、

德等

国的音乐教育历史及其科学
、

进步的办学

方针
、

措施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和感受
。

回

国后
，

为振兴中国音乐教育事业
，

他一方

面将西欧重视音乐教育的实例及经验通过

撰文向政府及国人宜传
、

介绍
，

同时在他

兴办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具体实践中
，

认

真地学习
、

借鉴了这些经验
�

《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 》是萧友

梅撰写的有关介绍西欧音乐文章中最突出

的一篇
。

此文不仅仅是作者对当时政府
“
有教育实权的诸公

，

知道近代欧美音乐专

门教育情形的还是太少
”
有所感而写

，

更

重要的还是为了向国入介绍西方音乐教育

的概况和经验
�

作者以近三万字的篇幅对

欧美 ��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史以来创设音

乐院校的沿革进行了概述⑧
�

如
“
意大利

的音乐院
”
一节

，

除介绍十六世纪以来在

那波里
、

威尼斯
、

巴勒莫开办的几所历史

上最早的音乐院外
，

还列举了十九世纪之

后在波沦亚
、

米兰
、

热那亚等其它大中城

市设立的十余所音乐院校的概况
。

早在一

个世纪前
，

这个国家就设有如此之多的音

乐院校
，

足以反映该国对音乐教育的重视
，

这一情况的介绍对当时的国内政府可能会

有一些启示作用
�

作者也许正是抱着这种

愿望而写的 � 再如在
“
法国的音乐院

”
一

节中
，

萧友梅对巴黎
“
国立音乐与朗诵学

院
”
的办学模式与经验作了较为细致的描

述
�“
这个音乐院的组织最宏伟

，

名誉极佳
，

法国第一流的音乐家以在这里担任教授为

最荣誉的一桩事
。 ”
至于这所学院之所以能

“
名誉极佳

” ，

该文也有所交待
，

如
� “
自从

设立 以来
，
历 任院长 ……都是乐界知名

人
” �以此保证办学思想

、

观念的正确性 ��

“
图书馆主任一席

，

向来亦 由专家担任
”

�以此保证馆藏音乐书谱的丰盛性�
�“ 教务

委员会是 由最有 名的教授 及特别委员组

成
，

编定教授的程序
，

对于每门功课均极

细心地规定好一种课本或教授法
”
�以此保

证教学领导的学术权威性和规范化的教学

质旦要求�
。

此外还介绍了该院所设比赛考

试及其它考核奖励制度
。

毫无疑间
，

上述

种种经验都是深被萧友梅所推崇的
，

在他

回国后的办学实践中
，

基本上也都遵循了

这些精神
，

特别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

府在上海创立后
，

他借鉴西欧经验并结合

中国国情的治学主张在那里得到了进一步

的体现
。

学习欧美是
“
五四

”
精神的重要 内容

之一
，

萧友梅正是发扬了这一精神
，

使他

在开拓
、

创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中极大地

发挥其才能
，

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

�三�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
�

为振作国

民摘神提倡音乐教育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中

，

蔡元培曾竭力

推行美育
�

萧友梅亦于此时投 身国内音乐

教育并在其所撰文章中对音乐的美育功能

给予极大的重视
�

早在 ���� 年他就提出
�

“
音乐同唱歌于美育很有关系

� ”⑨后来 ，

他

在介绍北京大学管弦乐队成立及举办过四

十几次音乐会的意义时又写道
�“
目的不外

想唤起社会人士注意音乐
，

引导青年向美

的方面做工
。 ” ⑩可见 ，

萧友梅提倡音乐教

育的美育主张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是一脉

相承的
。

萧友梅深感中国国民精神的衰微不振

是与长期不重视音乐教育以致坏的音乐到

处蔓延极为有关
。

为了向国人宣传这一看

法
，

在他的著述中常常涉及到有关音乐社

会功能这方面的问题
。

����年
，

萧友梅应上海市教育局之

约
，

在电台举办播音演讲
，

讲题是 《音乐

的势力 》 。

他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

列举大量

欧美及中国的事例
，

对音乐的社会功能作

了生动的阐述并指出
�“
因为音乐的势 力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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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不独好的音乐有伟大的势力
，

坏的音

乐也有很大的势力
” ，

而且
“
音乐的恶势力

，

可怕得很 �我们中国全国现在到处都有这

种恶势力盘踞着
� ”
于是

，

他以紧迫的心情

呼吁
� “
现在还不赶紧把坏的音乐—淫词

淫曲—去掉
，

把好的音乐介绍进来代替

它
，

将来全国人的精神就很难有改造的希

望
” ，

他还进一步向政府呼吁
� “
我们的政

府
，

如果不马上设法把它们消灭
，

不马上

整顿音乐教育
，

国民精神断难有振作的希

望…���
� ”
�作者在此明确地把整顿音乐教

育与国民精神之振作联系在一起
，

反映出

他教育思想中对音乐社会功能的高度重

视
�

萧友梅的类似论点在其它文章中也同

样屡见不鲜
，
如在 《我对于 � 书店乐艺出

品的批评 》 一文中
，

对该书店出版乐谱提

出的
“
期望

”
之一是

� “
除继续介绍抒情乐

歌之外
，

兼多介绍一些沉雄壮健的作品
，

或

翻译
、

或创作
，

借以振作国民那种委靡不

振的暮气
� ”
�又如

� “
我国民气的柔弱不

振
�

自然是因为国民教育没有办好
�

但是

社会上缺乏一种雄壮的歌词和发扬蹈厉的

音乐
，

也有很大的关系
。 ”
�再如

� “
欧美

各国的注意音乐
，

无非承认音乐与国民精

神有很大的关系
， ”
�等等

�

‘
移风易俗

，

莫善于乐
” ，

萧友梅对此

坚信不移
�

他从昔 日中国民气的不振
�

看

到音乐社会功能的潜在作用
，

故而矢志提

倡音乐教育
，

这是他音乐教育思想中 又 一

个可贵的闪光点
。

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
。

萧友梅是 一位富于求实精神的音乐

家
，

他躬行实践
，
虽历经艰辛却百折不挠

，

直至把自己曾经提出的有关音乐教育的理

论与设想
，

最大程度地付诸实施方肯罢休
。

这种言必信
、

行必果的精神是极为难能可

贵的
�

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实践行为主要

体现在兴办北大音乐传习所与上海国立音

乐院这两个时期
。

�一�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时期

����年
，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

会的一次集会上说
�“
吾国今日尚无音乐学

校……
。

然赖有学生之自动与导师之提倡
，

得以有此音乐研究会
，

未始非发展音乐之

基础
。 ” ⑩果不出其所料 ，

自德国留学归来

后
，

经过他的努力与建议
，

终于在 ����年

将音乐研究会改组为
“
北京大学附设音乐

传习所
” ，

从此中国有了一所较正规的音乐

教育机构
，

蔡先生原先对北大音乐研究会

的预言成为现实
。

音乐传习所成立后
，

萧友梅受聘为教

务主任
，

在这里他的音乐教育理想得到初

步实践的机会
。

该所遵照蔡元培
“
仿世界

各大学通例
，

循思想自由原则
，

采兼容并

包主义
”
的精神

，

提出
“
以养成乐学人才

为宗旨
，

一面传卫西洋音乐
， �

包括理论与

技术
，

一面保存中国古乐
，

发挥而光大

之
”
的办学方针

。

在具体实践中
，

萧友梅

既大量参照了欧美音乐院校的办学经验
，

也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民族特点
。

在学

制方面设有本科
、

师范科和选科
�
课程设

置方面既重视西方音乐理论及技巧的系统

教学
，

也很注意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投
，

如

当时曾师从萧友梅的一位学生回忆说
�“
在

音乐教育上
，

他主张教学科目
、

学习方法

必须学习西方进步的方法与制度
，

同时也

要学习民族的音乐
。

当时我们在大学音乐

科学习
，

学生们除学习钢琴外
，

都要学一
、

二种民间乐器
，

在刘夭华先生指导下
，

每

学期都要举行演奏会……我们在音乐会上

都是既演奏钢琴又弹琵琶及二胡曲
，

独奏

或合奏的…… 。 ”⑩再如师资方面对教师质
量要求甚高

，

所聘教师大多属于国内外一

流水平
。

如萧友梅 �乐理
、

和声学
、

音乐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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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杨仲子 �钢琴 �
，

嘉扯 �俄籍
、

钢

琴�
，

哈门司 �荷籍
、

钢琴�纽伦 �英籍
、

提琴
、

唱歌�
，

易韦斋 �诗词 �
，

刘 天 华

�二胡
、

琵琶�
，
王露 �古琴

、

琵琶�
，

赵子

敬 �昆曲�
，

杨昭怒 �三弦
、

扬琴 �等
。

从

以上办学体制
、

专业设置及师资聘用情况

来看
，

音乐传习所已初步具有专业音乐院

校的特色
，

它是萧友梅吸收欧美音乐院校

经验在国内的初次实践
，

也是一次较为成

功的实践
�

尽管音乐传习所于 ����被军阀

当局取消
，

但它已建立起来的一套办学模

式和实践经验
，

无疑为后来上海国立音乐

院的创建
，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这一时期
，

萧友梅还先后担任了北京女子高师音乐体

操科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的主任和

教学工作
。

在那里
，

他同样实践着他的音

乐教育理想和观点
�

�二�上海国立音乐院 �后改名国立音

乐专科学校�时期

国立音乐院初建时由南京政府大学院

院长蔡元培兼任院长
，

萧友梅任教务主任
，

实际掌管全院教学行政工作
。
����年

，

该

院改名
“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 ，

萧友梅改任

校长
�

自此
，

萧先生将其 长年向往兴办音

乐教育的理想
，

他所崇尚的欧美国家音乐

院校的办学经验
，

结合中国国情
，

实践在

他所从事的事业中
�

国立音专的兴办
，

尽管困难重重
，

但

在萧友梅的辛勤耕耘下
，

学校在教学
、

行
一

政管理各方面都逐步走向正规
，

教学成绩

斐然 � 到了三十年代
，

人才辈出
，

使这所

独立的音乐院校不仅能称誉国内
，

亦开始

挤身于世界音乐之林
�

这从 ����
、
����两

年中该校师生在国内外多次获奖的盛况即

可见一斑
。 ⑩

萧友梅办学实践取得成功
，

其主要原

因我以为有如下两方面
�

�
�

认真学习西方科学
、

系统的教学制

度与方法
，

重视音乐教育规律万这是萧友

梅严谨治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一贯主张
。

国立音专的教学体制
、

专业设置等都是在

上述思想指导下通过实践渐趋完善并集中

反映在 ����年经校务会议修订
、

教育部核

准备案的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则 》中
�

⑩
如 《学则 》 中规定

� “
本校以教授音乐理论

及技术
、

养成音乐专门人才及音乐师资为

宗旨
” 。

这种对音乐理论和技术传授的重视

和把师资培养与专门人才培养并重的提

法
，

鲜明地体现出萧友梅既吸收西欧先进

的教育经验
，

又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需要

的办学主张
。

笔者认为
，

这里的
“
理论

”
与

“
技术

”
虽然主要是指西欧科学进步的乐学

与技术
，

但中国民族
、

传统的音乐文化也

应包括其中
�

请看以下这段有关国立音专

课程设置的历史记述
�“
考虑到建设本国民

族音乐的需要
，

从开院之初起
，

即将
‘
国

乐
’
列为学校各科中的专业之一

，

不仅设

有琵琶
、

二胡
、

笛子等专业技术课而且设

置了有关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及诗
、

词曲

学等课程
� ” ⑩可见 ，

萧先生虽然十分推崇

外国先进的音乐成就
，

但他对发展本国民

族音乐文化的关切和重视却是无庸置疑

的
�

此外
，

从 《学则 》 及有关史料中还可

看到萧友梅对音乐师范教育的大 力提倡
。

为了改善各层次音乐教育的质量
，

不仅在

学制中设有本科师范科 ‘培养高级音乐师

资�和高中师范科 �培养中
、

小学音乐师

资�
，
����年还分函致各省教育厅保送若

干名学生来校学习
，

毕业后返回原籍从事

音乐教育工作
。

这一措施有些类似今天的
“
定向招生

” ，

而在当时却是中国音乐教育

史上的一项创举
�

�
�

把聘用高水平的教师任教看作是保

证教学质量
、

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
�

这是

萧友梅从欧美音乐院校办学经验中学习到

的重要经验之一
。

早在北大音乐传习所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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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他对此即已相当重视
，

只是由于当时

北京音乐人才的局限
，

尚未能做到理想的

要求
�

到了国立音专时期
，

不仅上海音乐

人才多
，

外籍音乐家也多
，

特别是上海工

部局交响乐团名家荟萃
，

这就为萧友梅实

践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

于

是
，

他不遗余力
，

在上海先后聘请了一大

批音乐造诣深
、

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外音乐

名流到校任教
�

其中外籍教师如钢琴教育

家查哈罗夫 �俄籍�
、

小提琴家法利国 �即

富华
。

意籍�
、

大提琴家余夫磋夫 �俄籍 �
、

声乐家苏石林 �俄籍�等都是具有世界一

流水平的教授
。

他们执教于国立音专
，

不

仅为该校各有关学科的教学莫定了较扎实

的基础
，

而且培养出众多的优秀音乐人才
。

当然
，

作为当时的国立音专创办伊始
，

步

履维艰
，

能够聘得一批如此高水平的教授
，

实非易事
，

全凭萧先生不惜以虔诚的礼遇

甚至优厚薪傣的代价
，

方得如愿以偿
。

譬

如有关他三顾茅庐聘请查哈罗夫的事
，

如

今已传为佳话了⑩ � 对于载誉归来的中国

留学生
，

萧友梅更是不失良机
，

及时延聘
�

如周淑安 �留美�
、

应尚能 �留美�
、

李惟

宁 �留奥�
、

吴伯超 �留比�
�

萧淑贤 �留

比�
、

赵梅伯 �留比�等都是对国立音专教

学
、

科研及创作上卓有贡献的教师
。

特别

是 ����年黄自留美归来
，

原任教于上海沪

江大学
，

萧先生与他素不相识
，

但却慕名

前往敦聘
，

致使国立音专在教学方面较前

有了更大的起色
�

上述种种足以说明
，

萧

友梅重视聘用高水平师资的教育思想
，

是

他办学成功的重要决策
�

这一实践经验
，

在

今天的教育事业中
，

仍然具有极为现实的

意义
。

萧友梅先生对振兴中国音乐教育素怀

大志
，

他在有关理论文章中所提出的种种

创见
、

设想
，

大都是他音乐教育观的反映
。

用历史眼光去看我认为莆先生的音乐教育

思想和观点基本上都是科学的
、

积极的
，

也

是符合那个时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实际需要

的
�

当然
，

由于时代的局限
，

不可能完美

无缺
，

这就需要后来者认真从其音乐教育

理论和实践经验中研究
、

探讨
、

学习
、

思

考
，

领悟其精神实质
，

发扬光大
，

以使中

华民族的音乐教育事业
，
日益兴旺发达

。

①该文原载北京大学音乐研 究会 ����年 �月 ��日 出版 �今 《音乐杂志�不 �卷第 �号
�

现收入 �丈集 》 第 ���一

���页
。

②引文 中�点记号均系笔者所加 ，
下 同

�

③参觅 《文泉� 苹 �一�页
�

④摘 自 �音 乐发达的便权 》 ����
�

��
，
见 �丈条 二 第 ���页

�

⑤摘 自 《 中西音乐的比杖研充� �����
�

���
，
见 《丈集� 第 ���瓦

�

�摘 自 《录近一 十年 来西乐发展之 �井事实与我田旧乐不抓之原国 》 �����
�

�
�

��
，
见 《文 集 》 不 ��� 页

�

⑦摘 自 《时于各地国乐团体之希望� ��，��
�

�
�

��� 兄 《丈集， 第�书�页
�

⑥参见 �文泉� 苹 ���一���页
。

⑨摘 自 《 中西音 乐的比枝研 究 》 �����
�

��
�

见 《 丈集 》 苹 一��页
�

⑩摘 自 《音 乐发这的校概 � �����
�

��
，
见 �丈 集 � 第 ���页

。

�以 上均引 自 《音乐的势力 》 �����
�

��
�

���
，
见 《 文泉 》 第 ���页

�

�专见 ‘ 文集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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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布局对结构的影响

全曲在和弦的设计
，

低音的暗示进行
，

以及旋律上
�

都体现出调性布局的回归性特

征
�

�例 ��� 全曲调性布局图示

才

一
�一
·

�
、

习习

一
�

一 —�—
二

�
�一兰坠翌里鳖

一

�

可以清楚地看到
，

总的调性布局具有再现的性质
，

而局部也体现着再现的原则
�

这首作品以静为主
，

静中有动
�

而这种动是较内在的
、

暂短的
、

小的浮动
，

表现出

作曲家对云层浮动的瞬间印象与不同感受
，

是作曲家注重音乐色彩
，

注重意念表现
，

以

美的效果作为音乐创作把握的总原则的美学思想的展示
。

纵观全曲
，

作品表现出作曲家极为严谨
、

精确
、

洗炼的技术风格
�

在旋律上以不同

材料的对比形成明
、

暗的交织
�

在和声上用空与实
、

协和与不协和的音响对比
，

构成鲜

明的色彩块
，

造成光感与色感
，
而一些暖昧和弦的使用

，

更加强了朦胧恍惚的意境
�

曲

式的各个部分都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

作曲家在结构音乐
、

形成曲式方面
，

其方法和构成

的要素极为多样
，

他打破了以传统和声的强烈功能性结构音乐的方式
，

而采用各种要素

的综合手法来组织曲式
，

这种综合性的用法绝没有因和声功能的减弱而影响曲式结构的

形成
，

反之在某种意义上予以加强
。

这些使作品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

通过对这首作品的微观剖析
，

也使我们窥见到作曲家的一些艺术表现个性
�

对新调

式音阶毫无顾及地大胆使用
，

片断性
、

非收拢性的主题旋律 � 多变的主题展开手法
，

多

样化的和弦结构 � 七和弦
、

九和弦的大量采用以及对它们的无解决用法
，

具有多调性特

征的平行进行
，

结构音乐的非传统手法等等一 这些音乐语言
，

使印象主义音乐的暗示多

于直叙
，

柔和多于激情
，

色调变化多于文学铺叙
，

强调神秘幻想气氛的音乐风格特征鲜

明表现出来
，

这种具有新的审美境界的音乐风格
，

与前人完全不同
，

是印象主义作曲家

着意于表现其感觉世界中的主观印象的体现
，

使我们强烈感受到印象主义音乐家所追求

的美学理想
。

�上接第 �� 页�

�摘 自 《 为提侣润的解救者进一 � � �����
�

��
，

厄 �丈集����页
。

�摘 自 �欣美音乐专门长育帆关扭略�
“
姑论

”
那分

，

厄 《文集� 苹 ���页
�

�摘 自幕元培 《在北京大学音 乐研 究会之演说词 �
，
级 一，一，干 �一月 �� 日 《北京大学 日刊�

�

�引自带激姗 《带友梅业喷毛一二 》 ，

载 《音乐研究� 一��书年 苹二期
�

�获笑名单有
�

萧淑炯
、

吴伯超
、

李推宁
、

赵梅伯
、

贫绿汀
、

江定仙
、

俞便 民
、

陈田 鸽子
�

详见 《上海音乐学茂

简史 》 第 ��万
�

����年
�

�参见 《国立音 乐专科 学�史�史合落成纪念特刊 》 第��页
，
����

，
�出版

�

�摘 自 《上海音 乐学沈 简史 � 第 �页
，
一。��年

�

�参阅序栩叔 《全哈 罗夫其人 》 �

载 《音 乐艺术� ����午 第 书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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