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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是我近代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

家，他曾在国外多所知名学府留学，并于1916年以《17世纪

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一文获得了德国莱比锡大

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归国。此后，萧友梅将其近20年

海外留学所学的知识贡献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不断探索我

国专业音乐教育的道路。由于受当时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

萧友梅从北京南下上海，创建了我国第一所正规的高等音乐

院校——上海国立音乐院，并担任校长职务，为我国专业音

乐教育开创了新的道路。在多年音乐教育实践中，萧友梅将

自己的音乐思想不断渗透其中，对当时，甚至当代的音乐教

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中学为体，以西为师

所谓中学为体，以西为师就是指在学习西方先进音乐教

育理念的同时，必须要重视中国民族音乐的地位，发展有中

国民族特色的与世界先进音乐教育理念接轨的音乐教育。

萧友梅在音乐教育实践中一直坚持“中学为体，以西为

师”的思想，他一直非常重视中国民族音乐，因此在其开创

的音乐教育体系中，民族音乐也占有重要地位。1922年萧友

梅在由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大学音乐副设音乐传

习所担任教务主任时，就将保存中国古乐、确立民族音乐的

地位作为学校的宗旨之一。萧友梅一直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

建立自己的民族乐派，就像俄罗斯的民族乐派一样，在世界

音乐中有一席之地，所以，他将海外留学所学的知识投入到

中国音乐的发展中来。在上海国立音专成立之初，他曾亲自

主讲“旧乐沿革”，并且聘请当时著名的民族音乐教育家刘

天华等人在国立音专任教，同时，他还规定音专学生必须选

修一门民族乐器，为我国民族音乐的普及和民族音乐人才的

培养打下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萧友梅还致力于创作一些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作品。总之，萧友梅在探索中国音

乐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一直将民族音乐至于重要地位，对我

国民族音乐发展和传承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以西为师”方面，萧友梅一直希望借鉴西方音乐先

进的理念，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以及音乐教育体系的建

设。萧友梅近20年的海外留学生活遍及日本和欧美诸国，他

对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匈牙利、瑞士、美国等国的

音乐教育十分熟悉。他创立国立音乐院就是学习了西方的先

进经验，以单科建立专业音乐院校。在教学中，他还重视西

方音乐文化的教学，在上海国立音乐院期间，他不仅编写了

有关西方音乐文化的教材，向学生讲授西方的音乐文化，而

且还聘请了外籍音乐家以及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音乐家来校任

教。“中学为体，以西为师”的理念，不仅促进了我国音乐

教育体系的建设，而且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的民族音乐

人才。

二、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

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萧友梅不仅关注基础音乐教育的发

展，重视学生的实践锻炼，而且重视音乐教育对素质教育发

展的作用，他深知基础音乐教育是一切音乐教育的基础，是

学生实践的基础，所以他格外重视基础音乐教育，关注普通

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关注基础音乐教育的师资。为了培养

基础教育的师资力量，他在国立音专设立了师范专业，用以

专门培养基础音乐教育的师资，可见萧友梅对我国基础音乐

教育发展的良苦用心。

此外，萧友梅还重视学生音乐实践能力的培养。音乐是

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艺术形式，音乐教育离不开实践活动。萧

友梅编写的一些声乐和乐理教材中全部使用五线谱，并配以

钢琴伴奏，供学生开展音乐实践活动。此外，无论在北大音

乐传习所，还是国立音专期间，萧友梅都非常重视师生的舞

台实践活动，他要求学生定期开展音乐会，很好地锻炼了学

生的音乐实践能力。

音乐教育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美的感受，而且可以全

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音乐欣赏课中，学生可以通过不

同的作品感受的音乐情感，并体味作品的内涵，同时也能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在音乐实践教学中，音乐的形象性、创造

性、趣味性可以促进学生智力和才能的发展，这对学生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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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趣和道德品质的提高，以及他们丰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

养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9年，萧友梅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交了《改革

现行中学音乐课程案》的提案，提出根据美育原则，利用音

乐的感化力量，达到美化学校生活、陶冶学生德性的作用，

并规定以此为音乐功课之第一目标，而以学习音乐技能为第

二目标，以利用歌唱激励抗战热情为附带目标。这一提案充

分表明了萧友梅重视音乐教育对学生道德品质、审美情趣等

方面的培养，表现了他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思想。

三、音乐救国的思想

萧友梅等音乐家发展和探索新的音乐教育体系的过程，

正是我国社会变革和民族存亡之际，我国大批知识分子通过

各种形式，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而音乐界的知识分子探索

“音乐救国”这条道路。“音乐救国”的理念也包含于萧友

梅的音乐思想中，他将音乐与民族道德相结合，用音乐激起

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塑造民族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

的思想。

此外，萧友梅根据当时反帝反封建时代背景，创作出

了一批体现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音乐作品，如《问》《五四纪

念爱国哥》《国民革命歌》《国耻》等，以及改编的军乐曲

《哀悼进行曲》。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萧友梅为《音乐月刊》撰

写了《发刊词》，他在文中指出必须注意如何利用音乐唤醒

民族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并且创作了大量的富国强兵思

想和抵御外强欺凌的爱国主义精神歌曲，如《何日醒》《军

歌》《中国男儿》《体操兵操》《祖国歌》等。同时，他认

为音乐应该服务于军队，音乐知识分子应该到军队中去。

总体来说，萧友梅作为一名音乐教育者，有着高度的民

族责任感，他重新审视了音乐教育的功能，提出将音乐真正

应用于“教育救国”的实践中去。

四、重视运用科学办学理念

萧友梅在留学海外期间耳濡目染了西方先进的音乐办学

理念，他将这些办学理念运用于我国音乐教育实践中，取得

了很高的成就。

首先，萧友梅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国立音专在办学

初期规模虽然较小，但是萧友梅坚持用很大一部分经费来聘

请一流的音乐教师开展教学。比如，他聘请了由欧洲音乐家

组成的管弦乐队的器乐演奏家，以及俄国音乐家苏石林、查

哈罗夫等音乐家任教。当时，恰逢欧洲战乱，许多欧洲的音

乐家都逃亡到了中国，并主要集中于上海，这为萧友梅聘请

一流音乐教师创造了外在条件。此外，他还聘请了一批海外

留学归来的中国音乐学者入校任教，如黄自、应尚能、青主

等。在专科学校能够汇集这么多的海内外知名音乐家，可见

萧友梅对学校办学师资队伍的重视程度。

其次，萧友梅办学勤俭，注重民主办学。萧友梅自创办

国立音专起，就坚持勤俭节约，他可以把一个阳台改装成自

己的办公室，还将教育部给校长买专车的钱买了一台钢琴。

此外，为了给音专建立校舍，他积极与教育主管部门交涉，

还发动音专师生走上社会募集捐款，不仅募到了许多善款，

还使主管部门不得不给音专拨款建设校舍。

在音专期间，萧友梅一直坚持民主办学的思路。他提出

以民主选举的方式聘请学校教员担任相关行政会议部门的委

员，并且学校的一些重大决定应由这些委员讨论决定。他还

要求学校的经费收支、新进图书信息、政府条文等都应该定

期公之于众，使学校师生对学校的管理与发展有所了解。这

种民主的行政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音专师生团结一致

为学校的发展而努力。

再者，在音专期间，萧友梅还十分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

和学校的科研工作。在萧友梅的办学理念中，师生的音乐实

践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无论是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还是

在音专期间，他都十分重视师生的艺术实践活动。学生除了

要参加校内的音乐比赛和学期考试外，还要参加社会音乐实

践活动等。此外，萧友梅还重视学校科研的建设，他除了自

己编写音专的一些音乐教材及音乐作品外，还创办了音乐学

术期刊，如音专的校刊《音》，以及音乐杂志《乐艺》《音

乐杂志》等。同时，他还鼓励音专的师生定期举办专业音乐

会进行音乐表演实践。此外，他还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校

到音专做专题讲学。

五、结语

萧友梅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不仅重视发展

和传承中国音乐，而且提倡借鉴西方音乐先进的经验指导我

国音乐教育不断向前发展，为我国成立单专业的高等学府开

创了先河。同时，萧友梅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既重视

学生听赏音乐的能力，又注重学生的课余实践活动。总之，

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对我国当代音乐教育有

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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