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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黄旭东和

汪朴正在合作撰写《萧友梅生平纪年》与编辑《萧友
梅文萃》。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有关萧
友梅生活、工作行踪的文字记载和多份尘封数十年、
出自萧友梅手笔的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国立音乐
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

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以下简称
“理由及办法”） 就是其中之一。这是萧友梅于1937
年日寇占领上海 （11月12日沦陷） 一个月后即同年
12月14日在给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王世杰部长反
映学校情况、汇报如何坚持办学而写信的同时呈上
的一份办学报告。信中谈了五个方面的事情�并列有
小标题。约一千多字。在讲到经费时说�“假如政府确
无法筹足七成�即有四成�亦可勉强对付”。在谈到迁
校时说�“假如政府因政局权限之关系�全战区各校

一律迁入内地时�本校当然不能例外�届时只有照新
方案办理 （新方案理由及方法另纸录上）”。“迁内地
后�如有四成�经费亦可维持。”这份“理由及办法”就
是“另纸录上”的办学新方案。

“理由及办法”是2005年8月在南京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发现的。正文共十四页。用老式铅字打印机
打印。每页十行。竖排。并有一封页�用毛笔书写题
目�内容与正文完全相同；从笔迹看�当为萧友梅亲
笔所写。再从打印稿的正文看�有多处脱漏的字�亦
用毛笔工正地补上；衍文处划上漏空的小圆圈以表

摘 要：本文考证了被尘封69年之久、未被人知的一份办学报告为萧友梅所撰写。这一史料�
的被发现�可以澄清长期以来有关所谓“学院派”的问题�以及过去强加在国立音专和萧友梅身上
的一些不实之词�还历史以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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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删除�可见打印后萧友梅曾亲自校阅。与给王世杰
的信存放在同一“档目·国拾玖4”内的�还有萧友梅
用钢笔和毛笔书写的、致时任教育部次长张道藩、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等人的信函若干封。由
于“理由及办法”是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名义向
教育部上报的一份呈文�所以自然不会署萧友梅个
人的名字。但我们以“理由及办法”的思想内容、遣词
造句、书写语气以及行文风格等为主要依据�结合萧
友梅一贯的爱国情怀、教育思想和美学理念�再参照
在抗战初期发表的几篇文章所体现的音乐思想理

论�特别是根据上述几封信中多次提及 “理由及办
法”�我们断定这份办学“新方案”是萧友梅的手笔。

“理由及办法”标题中以及正文内八处写到的所
谓“非常时期”�该指“八·一三”淞沪战役之后�全国
进入全面抗战的时期；当时的上海已为日寇所占领�
“国立音专”已迁入法租界。萧友梅为“音专”新创办
的、于1937年11月1日出版的《音乐月刊》写的发刊
词中谈到刊物的使命时就已使用 “非常时期” 一词�
他说：

普及音乐教育之外�在此非常时期····�必须注
意如何利用音乐唤醒民族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

心。（转陈聆群等1990：457）
而开办集团唱歌指挥及军乐队长养成班在1937年
12月向教育部建议后�萧友梅在1938年2月1日出
版的《音乐月刊》第一卷第四号上的《关于我国新音
乐运动》一文中就公开主张了。他说：

在这国难期内�如环境许可时�应尽力创作
爱国歌曲�训练军乐队队长及集团唱歌指挥�
使他们在最短时期可以应用出去……关于此
种工作如能由政府提倡�更容易发生效力。
（同上：467）
这与 “理由及办法”所表达的思想、拟定的办法

是相通的。尤其是萧友梅在“理由及办法”中�石破天
惊地提出的“精神国防”思想�可说是先生在1931年
“九·一八” 事变后对学生所讲的一席话的发展与升
华。先生说：

我们中华民族之后裔�国难当头�岂能无视
坐等。古人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兵应以
刀枪卫国�我等应以歌声唤起民众�齐心协力�
赶走日寇。一个音乐工作者�应该把音乐作为一
种武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
的危亡�这是民族赋予我们的重任。（转刘雪庵
1982[1993]：81）

这段话�很明显与“理由及办法”中表述的“音乐是建
设精神上的国防的必需的工具”相一致。也是能说明
“理由及办法”为萧友梅手笔的一个重要思想旁证。

从原来培养 “高深专门人才” 改为 “办理应时势
需要的音乐科班”这一教育方针的转变�是关系国立
音专办学方向、属于全局性的一件大事。除作为一校
之长的萧友梅会去考虑并及时提出外�其他一般教
师是不会想到的。而事必躬亲是萧友梅一贯的工作
作风。对有关办学方针的确定、学则的制定与修订就
更是如此。从北大音乐传习所到国立音专办学方针
或学则的制定�都是萧友梅亲自执笔起草的。这份
“理由及办法”也不例外。它是在国难当头、国立音专
处于风雨飘摇之时�萧友梅根据自己的音乐观�为
“建设一道看不见�摸不着�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
国防：即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的养成”�向当时国民
政府提出的既符合抗战需要�又不需增加经费而能
使“音专”继续办下去的一个良策。可惜的是�萧友梅
虽多次提出 （1938年3月24日、4月23日致张道藩
函）�政府并未采纳；但先生并没有放弃�所以在1938
年6月21日致高等教育司长吴俊升的一封信中�又
一次提到办学“新方案”�而且告知还拟好了“具体办
法”。信中说：

至于适应抗战时期之特殊环境与需要�本
校原拟定了一个计划�不过此计划在沪上目前
断难实现。在内地办理又不容易聘请教员�故目
前有将此一部分在九龙办理之议�作为音专分
校也可�作为音专第二部也可。兹仍将该办法呈
阅并祈就便转呈部长以备参考 （此时由陈立夫
任部长）。如蒙采用当即将具体办法续呈。

写这封信时�萧友梅正在香港。可见“理由及办法”一
是曾打印多份�他是随身带着的；二是曾两次上呈�
亟望教育部允准。

这份“理由及办法”�过去从没有人提起过。就连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力以赴地协助萧友梅维持国立音

专、时任教务主任的陈洪先生�生前也从未谈及此
事。而能写出像这样富有思想理论深度的“理由及办
法”�在当年国立音专�除了萧、陈两位之外�可说是
没有第三人。既然陈洪先生从未提到 “音专”曾打算
办 “养成班”的事�这从一个重要侧面�说明 “理由及
办法”是出自萧友梅之手。

为使广大读者尤其是音乐史学工作者能及早读

到“理由及办法”�促进会提前将其公之于世。这是值
得倡导的学术行为。我们认为�历史文献是社会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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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财富�不是少数人的私产�那种发现了新材
料�秘而不宣�独家专有的做法是学术上的“小市民”
或“小生产者”。我们主张资料共享�广而告之�加强
交流�促进研究。我们相信�“理由及办法”和1917年
萧友梅致北洋政府教育部信的公开发表（见《人民音
乐》2006年第1期）以及新发现的其他有关新史料的
陆续刊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的研究�必将有新的突破；某些长期有争议的如所谓
“学院派”等问题定会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而过去
强加在国立音专和萧友梅身上的一些不实之词�也
会进一步得到澄清�还历史以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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