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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改变落后的现状，萧友梅撰写了多部著作，用于论述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深刻剖析中国音乐文化落后
于世界音乐文化的原因。在作品中，萧友梅提出“教育救国论”，即西方的音乐文化可以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发
展艺术音乐教育；中国的音乐文化和社会、艺术的联系不够密切。为了追赶世界先进音乐文化潮流，我国必须大力
发展艺术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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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萧友梅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水平，必须大力发展

国内音乐教育，这是我国音乐文化融入世界音乐文化潮流的重要保

障。中国的音乐文化拥有辉煌的发展历程。在周秦汉唐时期，中华

民族的音乐文化属于世界先进的音乐文化，是世界音乐文化潮流

的引领者。宋元明清之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逐渐式微。在近代中

国，我国的音乐创作、音乐发展、音乐传播、音乐传承，都明显落

后于欧美先进国家。1939年，在《复兴国乐之我见》中，萧友梅将

音乐分解为多个组成部分，包括音乐内容、音乐思想、音乐节奏、

音乐形式、乐器演奏、演出技术等。其中，音乐内容是音乐的生

命，音乐形式是音乐的躯壳，演出技术是音乐的工具。这种分类方

式概括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发展方向和教学方式，明确规定了国

乐的定义，制定了复兴国乐的详细步骤，即训练学生，帮助学生明

确认知国乐的组成部分，了解组成部分的重要性，了解国乐的躯壳

和工具；训练学生，加深学生对我国传统美德的理解，帮助学生了

解我国基本国情，培养学生的音乐精神、音乐思想和音乐情绪，保

证学生具备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家的基本要素；训练学生，帮助学生

了解现代音乐的形式，保证学生可以理解现代音乐的精神、思想、

情绪；训练学生，保证学生正确掌握各类乐器的演奏技术和音乐的

演唱技术，引导学生在演奏过程中表达音乐情感；训练学生，引导

学生划分中国国乐和旧时代音乐的界限，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训

练学生，鼓励学生从民乐、旧乐中收集各种音乐素材，用于国乐的

创作。

这些训练方式和教育方针，涵盖了学校的办学方向、学生的

培养目标、教师的教学内容、基本教学要求等。萧友梅将自己对中

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构想融入了学校教育中。现代中国专业音乐

教育，是萧友梅音乐教育构想的基本传承方式和发展方式。萧友梅

的中国音乐教育发展构想可以应用于专业音乐教育、中小学音乐教

育、音乐师范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具有提高国民素质，强化国民

音乐能力的重要作用。在当今社会，萧友梅的音乐构想同样具备较

高的音乐教育地位。

二、萧友梅音乐教育提案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一）肯定传统音乐价值，强调创新不忘旧乐

从音乐理论的角度来说，萧友梅认为，音乐教育者应使用辩证

批判的教育态度面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不能盲目遵从中国传统音

乐文化，也不能盲足遵从西方音乐文化。妄自尊大和墨守成规，都

是阻碍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因素。在提案中，萧友梅

揭露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缺陷，肯定了旧乐的艺术价值。在《旧乐沿

浅析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

革》中，萧友梅曾说过，中国传统音乐沉寂了三百年之久。和西方

音乐文化相比，发展停滞的中国传统音乐已经落后了千余年。研究

中国旧乐的本质内容是考古。为了比较中西音乐文化的区别，萧友

梅使用了进化论的理论内容。在论述国乐和西乐的区别时，赵元任

曾说过，相比西乐，国乐具有独有的特色，也具有难以比肩西乐的

内容。突出国乐独有的特色，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主要发展方向。国

乐难以比肩西乐的内容，是中国传统音乐需要向西方音乐学习的主

要内容。

在实践过程中，萧友梅整理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程和研究

成果，为现代中国音乐创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保护了中国新音乐的

民族性，纠正了中西音乐专家对旧乐的错误理解，将五线谱作为中

西音乐专家统一研究的世界乐谱，肯定了准确性较高的记谱方式，

收集了散落于民间的各种音乐曲调，保护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保

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复兴

国乐之我见》中，萧友梅提出，历代辞章和曲谱，是中国传统音乐

的核心财富。理论、乐律、乐器、演奏技术，都是人为创造的，是中

国传统音乐的外在表现形式。在萧友梅的观点中，辞章和曲谱的重要

性和民族发展历史相同，专家和学者必须对其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二）重视基础音乐教育，遵循音乐美育原则

萧友梅花费了一生的时间研究专业音乐教育和基础音乐教育。

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专业音乐教育的发达程度。发展基

础音乐教育是发展专业音乐教育的前提条件。专业音乐教育和基础

音乐教育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于音乐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为了缓解

不同教育之间的矛盾，萧友梅对基础音乐教育极为关注。1928年，

萧友梅作出了关于中学音乐教育的提案。1939年，萧友梅再次作

出了关于中学音乐教育的提案。为了解决教育者对中学音乐教育关

注度不足的问题，萧友梅强调了基础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揭露了中

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困境。1937年，在《中学音乐教学的实际问

题》中，萧友梅深层次揭露了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不良现状，批

判了不重视基础音乐教育的教育工作者，讽刺了教育从业者的业务

能力，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基础音乐教育问题的措施和方法。

美育思想对萧友梅教育思想的影响较为显著。1939年，萧友梅

在提案中描述了普通音乐教育的本质内容。他认为，普通音乐教育

应遵循美育的教学原则，将德育融入美育中。音乐的感化功能，是

中学音乐教育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化学校生活，陶冶学生

情操，是中学音乐教学的主要教学目标。爱国热情，是萧友梅特别

关注的音乐教育内容。抗日战争时期，萧友梅认为，音乐是围绕着

鲜花的炮火，可以杀敌，可以振奋人心。美育是音乐教育的前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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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歌唱可以激励抗日士兵的热情，激发他们的勇气。

（三）借鉴西方音乐教育，培养中西兼通人才

在中国近现代，萧友梅是音乐领域留学海外学习时间最长的

音乐家。得益于海外留学，萧友梅对西方音乐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远比其他音乐家深刻。在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学习、整理、

融合西方音乐，是发展中国音乐的重要方式。为了借鉴西方音乐教

育，中国必须培养精通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的优秀人才。在当时，

为了培养合格的音乐人才，萧友梅提出了两种人才培养方案：第一

种，邀请国外知名音乐教育专家来到中国，指导中国音乐教育。第

二种，将国内优秀音乐人才送往国外进修和学习。受限于有限的活

动经费，萧友梅邀请了查哈罗夫、苏石林等著名国外音乐家，黄

自、应尚能、周淑安等海外留学生，担任专业音乐教师。这些教师

了解西方的教育体制，熟练掌握西方音乐的系统理论和技能体系。

符合历史要求，是萧友梅培养中西兼通人才的基本原则。

（四）奖励优秀专业人才，繁荣音乐创作表演

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成就，代表了国家的音乐发展程度。音

乐创作和音乐表演的成就，是衡量国家音乐文化发达程度的重要标

准。在提案中，萧友梅认为，中国应学习欧美国家的奖励制度，组

织专家队伍，制定严格的评判标准，对音乐作品进行评定，划拨资

金奖励优秀音乐人才，推动中国音乐的发展。培养音乐人才，创作

音乐作品，加快中国音乐的发展速度，是萧友梅的毕生心愿。现在

的电视歌手大赛、器乐大赛、舞蹈大赛等，都是对萧友梅教育思想

的重要实践。奖励制度和各类音乐表演比赛，推动了中国基础音乐

教育的发展。普及化、大众化，成为基础音乐教育的主要特征。专

业音乐教育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

三、萧友梅对我国新音乐教育的战略构想与先行者实践

海外留学经历加深了萧友梅对欧美专业音乐教育体制的理解。

萧友梅认为，作曲家和音乐作品，是专业音乐艺术繁荣发展的前提

条件。专业音乐院校是培养作曲人才的主要平台。中国传统音乐教

育制度存在多种弊端，对现代专业音乐环境的适应性较差，无法满

足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发展需求。为了完善专业音乐教育制度，中

国需要学习欧美的现代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整合我国

现有的音乐教育资源，以欧美音乐院校为创新基础，开创具有中国

特色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培养可以满足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环境需

求的高质量人才。

萧友梅曾前往日本、德国等国家留学，深层次了解了国外先

进的音乐教育体制，深刻认知了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体制的弊端，多

次对我国传统音乐体制的股友缺陷作出批判。在留学德国期间，萧

友梅将自己对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见解写入博士论文中。在论文

中，萧友梅说过：“我个人的愿望是，除了推广一般的科学与技术

之外，还应该更多地注意音乐的，特别是系统的理论和作曲学在中

国的人才的培养。”萧友梅认为，落后的音乐教育，是中国音乐明

显落后于欧美音乐的主要原因。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弊端主要有两

种：第一，国立的音乐教育机关大部分已经停止运作，没有继续维

持的资源和能力。第二，在教坊学习音乐的学徒，没有经受过正规

的音乐教育。

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引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共鸣。1920

年，萧友梅回到中国，开始着手创建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组织必要

的音乐教育人才。1922年，蔡元培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更改为

“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自己担任传习所所长，萧友梅担任

教务主任。

萧友梅曾指出，充满弊端的音乐教育是阻碍中国传统音乐振兴

的重要原因，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第一，乐师过于墨守成规，

不思进取，疏于创新，不愿意接受全新的乐器和教育方法；第二，

中国没有正式的音乐教育机构，音乐教育制度和音乐创作方法难以

统一和改良。

为了详细阐述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制度的弊端，萧友梅的分析一

直追溯至中国唐朝。萧友梅认为，从唐朝开元元年至中国近代，中

国的传统音乐教育制度没有丝毫改良和进步。学习音乐的人对音乐

技术的重视度较高，忽视了音乐理论和音乐科学。政府创办教坊的

目的是培养乐工，对音乐发展的重视度不足。社会中缺乏正规的音

乐教育机构，人们没有过多的机会研究音乐。纵观历史，我国各朝

代乐工之间仅注重音乐技术的传承，疏于创新，不思进取，门户之

见阻碍音乐技术的完整传承。长此以往，音乐学习者难以掌握完整

的音乐知识。中国传统音乐难以寸进。

在《十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中，萧友梅认为，阻碍中国优秀

音乐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古老的口传心授教学方式。乐

师传授内容不教导方法，学习者认识曲谱不了解演奏技巧。乐师去

世后，珍贵的乐曲和乐谱会伴随乐师一起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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