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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与中国新音乐批评的开拓

龙扬志（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

在纪念萧友梅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著名作曲家

刘雪庵撰文誉其为“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肯定他早

年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扮演的关键作用，用实践响

应蔡元培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1】事实上，

萧友梅对中国音乐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被公认为

中国新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

期中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新型专业音乐创作的奠

基人。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萧不仅是第一位获得

音乐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也是首位将欧洲音乐学

体系介绍到中国的学者，大力倡导用西方作曲法创

作新音乐、引入新式记谱法推动国乐现代改造的音

乐家和教育家。在他的奔走筹备下，高等音乐学院

在上海顺利创办，中国终于拥有了专门的教学与研

究机构和人才培养平台。

虽然萧友梅的音乐理念、音乐教育、职业生涯

曾在特定历史时期遭遇误解与非议，但经过近二十多

年深入展开的史料整理与学理研究，已大致还原出萧

友梅自五四以降在音乐教育、新音乐推动等方面的贡

献，本文选择艺术观念与新音乐批评关系角度切入，

粗略勾勒这位现代岭南学人在中国新音乐领域的开创

作用。

从成长道路看，萧友梅的人生轨迹颇具传奇色彩，

1884 年生于香山（中山）一个书香家庭，5 岁移居澳

门，因与传教士比邻而受到最初的音乐熏陶，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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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浓厚兴趣。定居澳门 3 年之后，萧友梅结识来澳行

医、开办药局的孙中山，为日后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

埋下人生伏笔。1900 年，萧友梅赴广州时敏学堂就

读，在这所新式学校主修历史、地理、算术、图画、

唱歌、体操等课程。1902 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入读东

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同时到东京帝国音乐学校选修

钢琴与声乐。1906 年获得广东省公费留学生资格，进

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

日本留学期间，萧友梅与孙中山重逢，加入中国同盟

会。因为萧友梅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认同与追随，后

来被聘为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孙中山在临时政府解

散之际征求萧友梅去留意向，批示教育部资助其去德

国研修音乐与教育，萧因此得以延续音乐领域的学业。

1913 年，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修完莱

比锡音乐学校的理论作曲、教育学、音乐学、钢琴演奏、

配器法、指挥学等课程。1916 年 7 月，提交学位申请

论文《17 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通

过口试答辩，之后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2】1920 年 4

月回国，受聘教育部编审员兼高等师范学校实验小学

主任，同时担任国歌研究会委员，接受谱写国歌的任

务，5 月完成国歌歌词《卿云歌》的谱曲。1920 年 9 月，

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中文系讲师及音乐研

究会导师，意味着萧友梅迈入中国新音乐教育的生涯。

萧友梅回国之际即筹备建立音乐专门学校，1921 年在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设立音乐科，1922 年将音乐研

究会改为具有教学功能的音乐传习所，直到 1927 年

被解散。随后又在蔡元培支持下创设国立音乐院（2

年后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认为蔡元培是中国新音乐教父、萧友梅是新音乐

保姆的说法，强调了蔡、萧二人对近代音乐的独特贡

献，也容易造成误解，传统音乐改造此前已有不少人

提倡。西方近代音乐经由传教士、军乐队、乐器销售

以及在华洋人娱乐生活等途径进入中国的政教体系，

应该当成现代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而看待。有学者指

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皇宫里培育出中国近

代第一批尊贵的西方音乐欣赏者与学习者之后，国人

对西方音乐的态度也逐渐从最初的“猎奇”，逐渐变

为“求知”与“认同”。【3】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康有为、

梁启超等极力倡导音乐进入基础教育，发挥音乐对人

心的改造功能，促成“新民”的形成（《变法通议·论

幼学》，1897），梁启超不仅肯定音乐对国民改造的

作用，而且也为音乐革新文学寄以厚望：

去年闻学生某君入东京音乐学校，专研究乐学，

余喜无量。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

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中国乐学，发

达尚蚤。自明以前，虽进步稍缓，而其统犹绵绵不

绝。……至于今日，而诗、词、曲三者皆为陈设之古玩，

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顷读杂志《江苏》，屡陈中

国音乐改良之义，其第 7 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阕，

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寄语

某君，自今以往，更委身于祖国文学，据今所学，而

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苟能为索士比亚、

弥儿顿，其报国民之恩者，不已多乎？【4】

1903 年，年仅 19 岁的陈匪石发出改良中国音乐

的呼声，强调音乐对国民塑造的直接作用，指出中国

古乐缺点在于不能“和众”，缺乏进取精神，不能发

挥器械之力，无学理等，必须借助西乐改良中国音乐，

“西乐之为用也，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

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5】针对国民有关西乐可能冲

淡民族精神的质疑，他以日本为例进行辩护：“维新

之前所用乐器，若琴、笛、琵琶、胡弓、三味线之属，

类皆出自中土。明治改革，盛行西乐，自师范以下，

莫不兼习乐学，未闻有妨于国民也，而今日犹日以音

乐普及为言。”重视西乐在塑造团队精神、重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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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知识精英。

正是基于类似观念的认知，萧友梅在日本留学期

间撰写《音乐概说》（1907）并连载于留学生主编的《学

报》，这是 20 世纪初中国学人首次系统介绍西方音

乐基础知识。国乐的衰落固然与曲谱记录方法有关，

主要也是由脱离大众而造成，正如后来他在博士论文

中分析，中国的管弦乐具有深刻的政治性，【6】由于每

一个政权都想方设法断绝与过去音乐的联系，音乐逐

渐成为朝代兴废的内在标志，频繁的变化与干扰造成

了中国音乐发展的滞后状况。

萧友梅批评传统礼教轻视大众娱乐的伦理倾向，

因此他后来的批评实践极其重视音乐的大众娱乐作

用，这一点说明萧友梅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呈现出一代

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其观点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

赵元任等人多有相似。他认为中国处于过渡时代，故

中国今日之音乐，亦为过渡时代之音乐。时处古乐衰

微、新声未盛之期，“欲使青黄不接之时期迅速过去，

自非努力介绍西洋模范之音乐及学习西洋进步之作曲

法不为功。”【7】总体上说，萧友梅的音乐思想是在继

承学堂乐歌以来的新音乐传统的基础上，运用西方近

代科学的音乐理论改造国乐，建立面向现代人和现代

生活的新音乐。

蔡元培先生虽然不是萧友梅音乐生涯的导师，却

也扮演了重要的同道作用，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

宗教”固然与“非基（基督教）运动”相呼应，重点

还是希望美育能从通过开放性、独立性取代以儒家思

想为核心的传统制约性信仰。蔡元培先生强调美育与

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德育教育、世界观教育具有

同等意义，他在北大音乐研究会成立时致辞，希望师

生“知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

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材，采西乐之特长，以

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8】蔡元培关于美

育代替宗教的主张，显然有重塑国民的意图，不过对

于现代中国而言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挑战。正如一位

日本学者所说：“在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日

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学堂乐歌的普及，可

以说奠定了普通教育的基础。但和明治时期的日本不

同的是，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并没有得到贯彻，更何

况乐器和乐谱是不能跟日本同日而语的，其难度之大

自然可想而知了。尽管一部分先进分子呼吁音乐教育

的重要性，但就一般的观念而言，人们总是把应用学

科放在优先的位置。”【9】因此，改变包括中国音乐在

内的艺术教育观念，提升美学素养，亟需那批在欧洲

接受了现代音乐熏陶和完整教育的留学精英担任开拓

的重任。

作为蔡元培教育与美学理念的同道人，萧友梅重

视音乐对思想的熏陶作用，他不仅认同蔡氏美学理念，

并在音乐教学与批评中将其转化为实践行动。萧友梅

与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不同之处在于，

后者对音乐功能的社会作用寄以期待，但他们本人并

不擅长音乐，萧友梅具有专业知识背景，走向历史前

台也是自然的结果。

萧友梅的音乐理论主要是乐理专著、教材讲义及

博士论文等，重要贡献包括西方音乐史梳理、音乐教

育机构与制度沿革、音乐学相关概念厘定、中国古典

音乐与教育、古典乐器研究、古典音乐文化及其传播

等方面的深入思考，无疑代表了当时有关中西音乐理

论认知的最高水准。由于他的音乐观念在基于西乐的

基础上形成，有人质疑其持西优中劣的成见，会导致

中国音乐失去传统之根，从而产生脱离现实的结果。

萧友梅对此回应，他认为借先进的方法完善民族音乐

创作是必然趋势，只要创作的根基是民族的，西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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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导致民族文化身份的消解：

我之提倡西乐，并不是要我们同胞做巴哈、莫扎

特、贝吐芬的干儿，我们只要做他们的学生。和声学

并不是音乐，它只是和音的法子，我们要运用这进步

的和声学来创造我们的新音乐。音乐的骨干是一民族

的民族性，如果我们不是艺术的猴子，我们一定可以

在我们的乐曲里面保存我们的民族性。虽然它的形式

是欧化的。莫查特是德意志人，他写意大利文的歌剧，

还一样表现出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我们正不必作这种

无谓的杞忧。【10】

他希望中国创造出“以我国精神为灵魂，以西洋

技术为躯干”的新音乐，但是新音乐不等同于抛弃传

统。

萧友梅多次指出，中国传统音乐既然已经衰落，

一定有内在的时代因素，因此不可轻言复兴，必须通

过改造才能使传统焕发生机。【11】这一观点直到今天

仍然具有现实性和穿透性。综观萧友梅的音乐理论实

践，不难发现的一个思考命题是他对中国音乐落后原

因的执著寻找。从早年留学日本撰写的《音乐概说》，

到后来在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他都自觉联系中国音

乐面临的困境展开探讨，类似曲谱保存、音乐教育缺

失、乐器结构、轻视大众娱乐精神，等等，这些因素

也构成了他献身音乐教育事业的内在动力。

回国以后，萧友梅面向大众读者的音乐批评主要

有讲座、演说、评论、序跋等，先后发表《什么是音乐？

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

发达的原因》、《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关于国

民音乐会的谈话》、《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

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等文章，既持续思考音

乐落后的历史原因，又涉及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作

用、推动音乐进入大众生活、新音乐创作、歌词创作、

激发爱国精神等实际任务，显示出一个专业学者内心

深处的忧患意识和精神焦虑，这些批评文字不重文采，

但是言辞真挚，推陈出新，充满远见卓识，可谓粤派

学人追求思想与行动相契合的生动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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