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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忘却的纪念
基于新史料之上的萧友梅现代思想解读

文◎徐金阳

亲身参加过 民主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 ， 难
弓

道毕其一生只关注过音乐教育吗 ？ 他有没

萧友梅先生 （

— 是我 国近 有关注过其他事情 ？ 并据此形成过一些较

代音乐教育宗师 ， 在中 国近代专业音乐教 为重要的现代思想 ？

育 、 普通音乐教育 、 音乐创作及理论建设 黄旭东 、 汪朴两位先生曾说 ：

“

萧友梅

等方面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 有关萧友梅的 所取得的业绩与贡献 ， 并非是他单独一个

研究 ， 迄今为止已逾 甲子 。 笔者发现 ， 这 人孤军奋斗所得来 ， 而是与 同时代的一批

些研究主要涉及萧友梅的创作作品及音乐 志同道合的音乐家们联手合作 、 相互支持、

教育思想和行为 ， 目 的是阐发他的现代音 齐心协力 、 共同努力 的结果 ；

……萧友梅

乐教育思想及行为的意义 ， 以及 由此引 申 的思想 、 理论与实践 ， 也不是他个人的一

的爱 国主义精神 。 比如在著作类的 《萧友 种偶然的主观的事象 ， 更不是他心血来潮

梅作品集 》 、 《萧友梅音乐文集 》 、 《萧友梅 的盲动言行 ， 而是在先生近二十年学习与

传 》 、 《萧友梅纪念文集 》 、 《萧友梅全集 》 、 实践过程 中形成的一种人生观 、 历史观 、

《萧友梅编年记事稿 》 等作品中 ，
以及在文 哲学观 、 美学观 、 教育观 、 音乐观的统摄下 ，

论类的 自 年廖辅叔先生 《纪念萧友梅 自觉地顺应 世纪的时代潮流 ， 针对现代

先生 》
一文始 ，直至当今的大量研究文论中 ， 中 国社会音乐文化的现状 、 发展态势与客

基本上都只涉及上述内容 。 学者张鹏珍在 观需要而提出的一系列进步的思想 、 主张 、

《萧友梅研究述评 》
一文中亦得出有关萧友 措施和付诸实施的种种变革行为 。

” ②如果

梅的研究 ， 主要只涉及作品 、 音乐教育及 说这种密切关注萧友梅音乐思想行为与其

行为 、 爱 国主义思想以及其功过是非论争 生存环境中 同类思想行为及同行学者之间

等四个方面的结论。 面对这些研究文献 ，

笔者曾产生过一些想法 ： 音乐教育思想确实
曰 敢七说县击 灿细讲 田 拍 口 汝 八

※鹏珍 《萧友梅研究述评 》 ， 《大众 ： 》

是萧友梅最重要的现代思想 ， 但作为一个
胃

生活在有着巨大政 、 经济
二
文化变革的 ② 飾东 、 汪朴 《依托前辈肩膀运笔 ， 期望有心学

时代 ， 与孙中山 、 蔡元培、 赵元任等政治家 、 人修订一 〈萧友梅编年记事稿 〉 编者寄语 》 ， 《人民音

思想家 、 艺术家有着长期相互影响 ， 曾经 乐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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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 的研究方法 ， 是一条普遍联系 的科 范校刊 》 第 卷第 期第 页 （ 见图

学的研究思路 ， 那么 ， 顺应这一思路 ， 笔 图

荇上述思考就应该有个合理的解答。 然而 ，

有关萧友梅的文献资料 ， 散失得实在太多 ，

而现已建成的关于萧友梅的资料数据系统 ，

上 海 的 《 樹 式

其本身又欠完善 。 所以 ， 在现有史料的前

提下 ’■ 乎很难证实 。

带着上述思考 ， 笔者与湛江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彭飞老师一起 ， 通过长时间 的搜 （

一

）关于作品

寻 ， 从上海图书馆馆藏民 国报刊杂志 的 电 《上海的植树式 》 的词作者吴研因先生

子资料文库中 ， 陆续发现了一些埋没多年 （

— 是我 国著名 的语文教育家 、

的 、 有关萧友梅音乐教育之外的珍贵的新 诗人 ， 早期研究小学语文教材教法的重要

史料 。 它们分别是 ： 萧友梅创作歌曲 《上 人物 ， 江苏江阴人 。 年之前 ， 吴先生

海的植树式 》 、 发表于 《劝业丛报 》 上的两 先后担任江阴市立九校单级部主任 、 上海

则译文 ，

一份于
“

国语统一筹备会
”

第三 商务印书馆 国文部编辑 、 南京大学院初等

次大会上呈交的提案及一封写给
“

京师学 教育司 司长及教育部驻菲律宾华侨教育专

务局
”

的信函 。 针对这些史料 ， 笔者査阅 员 等职 。 新中 国成立后 ， 历任 中华人民共

过 《 萧友梅全集 》 等多部文献 ， 均未见有 和 国教育部初等教育司 司长 、 中学教育司

披露 。 为慎重起见 ， 笔者还 曾 就相关史料 司长 、 教育科学研究所教学法组组长等职 。

电话咨询过几位近现代音乐史专家 ， 如 向 年 月 ’ 南京 国 民政府成立 ’ 吴研因

延生老师 、 陈聆群老师等 ’ 他们亦告诉笔 应上海教育局局长韦懿之邀 ’ 至上海任上

者从未见过这些史料 。 所以 ’ 这些是尘封 海教育局主任秘书兼督学 。

⑦正是这一任职 ’

已久的
“

新
”

史料 ’ 可 以确定无疑 。 研读 使得吴研因有条件和机会为上海的植树仪

这些史料 ， 笔者曾经的想法终于有 了基本 式创作主题歌词 。 至于吴研因作词的时间 ，

的证实 ： 从史料看 ， 萧友梅确实还有一些 笔者认为应该在 年二三月 之间 ’ 因为 ’

其他值得纪念的现代思想 ， 如
“

绿化环保
”

、
年 月 日 上海 《 申 报 》 的 《 市政府

“

开发实业
”

及
“

普及国 民教育
”

等 。
筹备植树节近讯 》 中 巳刊载了歌词 而吴

笔者写作此文 目 的主要有三点 ： 第一 ，

把有关萧友梅先生尘封 巳久的珍贵史料公 萧淑娴 《萧友梅业绩之 二 》 《音乐研究 》

之于众 ， 以享方家学者 ； 第二 ， 通过对新 年第 期 。

史料的解读 ， 再现更为全面的萧友梅 第三 ，

④ 卢海燕 《著名音乐家萧友梅的著述 、 传记 、 评传

值萧友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 ， 对先生 等文献资讯简介 》 ， 《 国家图书馆学刊 》■ 年第 期 。

⑤ 《我们的教育 徐汇师范校刊 》 年第 卷第 期 。

⑤ 雨辰等 《 影响 中国 世纪的语文教育大家一

— 歌 曲 《上 丨毎的植权 式； 》
吴研因 》 ， 《语文教学通讯 》 年第 期封底 。

⑦ 苏金如 《 中 国现代小学语文教育的探索者——吴

笔者发现的歌曲 《上海的植树式 》 ， 发 研因 》 ， 华东师范大学 年硕士论文 。

表于 年出版的 《 我们的教育 徐汇师 《 申报 》 第 号 ， 第 页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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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因应该没有必要过早就写作歌词。 后 的上海美景 ， 给人以深深地期盼 。 词虽

萧友梅作 曲 的时间 ， 笔者认为可以大 简朴 ， 但寓意深刻 ， 表达了一种现代环保

致定在 年 月 日之前的二三月 份 。 主义思想 。 词作者还特别注意 了用字 ： 歌

因为第一 ， 歌曲运用的场合是 年 月 词最终定版的第一段最后一句
“

大家来改

日 的植树节 ， 所以创作时间必定在此之 造
”

中 的
“

来
”

字 ， 在 《 申 报 》 初刊 中用

前 ； 第二 ， 萧友梅的歌曲创作惯例都是先 的是
“

望
”

字 。

“

望
”

， 有观望 、 指望的意思 ，

有词后作曲 ， 所以创作时间必定在作词之 自 己不见得行动 ， 而
“

来
”

， 则体现了主人

后 。 当然 ， 笔者认为也有必要在此论及一 翁精神 ， 且有号召性 。 改
“

望
”

为
“

来
”

，

下萧友梅为植树式谱写歌 曲 的可能性 问 使作品的环保意识体现得更加鲜明 。

题 ， 答案是肯定的 ： 年 月 日 ， 《 申 《上海的植树式 》 的旋律相对简单 ， 艺

报 》 刊载了上海大同乐会欢迎萧友梅的报 术性与萧友梅大部分歌曲作品相仿 。 比较

道 ， 称
“

著名音乐家萧友梅 ， 于数 日前来 有特点的是 ， 萧友梅在创作时使用 了较多

沪
”

。 根据报道 ， 既然萧友梅至迟 已于 的弱起 、 大附点及休止节奏 。 全曲弱起共

年 月 底到达上海 ， 那他当然就具备 四次 ， 大附点六次 ，
八分休止两次 ， 四分

为 年上海植树式谱写歌曲 的机会和条 休止五次 。 这种节奏上的构思 ， 使旋律具

件了 。 有紧迫感和号召力 ， 与歌词相结合 ， 切合

《上海的植树式 》 歌词共两段 ， 新诗歌 了植树仪式的氛 围 。 所以 ， 尽管整首作品

体 ， 符合吴研因 的语言思想 。 第一段写上 短小朴实 ， 但演唱起来 ， 应该具有较好的

海环境糟糕 ， 从而引起一种植树的急迫感 ， 鼓舞民众的效果 。 以下是笔者的重新打谱

号召大家植树改造环境 ； 第二段展望绿化

上海的植树式
吴趼因作词
友梅作曲

丨

「 「叩 卜
丨

」

「 「
国

树 木 少 ， 地 方 枯 燥 ， 风 雨 不 顺 不

人 行 遒 ， 空 地 学 校 ， 载 种 许 多 树

「
」

调 ， 糟 ！ 我 们 这 大 上

苗 ， 瞧 ！ 将 来 的 大 上

邊 「
太 「

「 广 「

一

海 ， 灰 包 煤 裹 ， 生 气 萧 条 ， 改

海 ， 千 树 万 树 ， 叶 茂 花 娇 ， 真
、

令
厂

「
丨

「
？ ■

造 ， 大 家 来 改 造 ！

好 ， 风 景 真 正 好 ！

⑨ 《 申报 》 年 月 日
， 《 申报 》 影印本 ， 第 册第 页 ， 上海书店出版社 年版 。

⑩ 在打谱时 ， 笔者据现行通用记谱格式 ， 对原谱记谱法稍有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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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关于作品的使用场域 植树式也是上海特别市的第一次植树式 ； 第

中国的植树造林 ， 最早由孙中山先生倡 三
， 年 月 日 ， 南京政府规定孙 中

导。 年他在 《上李鸿章书 》 中提出 了 山先生忌 日 为法定植树节 日期 ， 故 年
“

急农兴学 ， 讲求树蓄
”

的强国主张。 的植树式是第一个执行这一规定的植树式 ；

年他又提议以每年清明为植树节 。 年 第 四 ， 年植树式在孙中 山先生忌 日举

孙中 山在广州进一步提出大规模造林 ，
以 行 ， 所以是第一个明确把植树节与继承总

防水 、 旱两灾的思想 。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 理遗志相连系起来的植树节 。 因此 ，

他
“

植树造林 、 环保兴国
”

的思想被国 民 年的植树式受到政府及民众的特别重视 ： 早

‘ 政府继承下来 ： 年 月 日 ， 国 民党 在 月 日 ， 《 申报 》 即刊载了植树节筹备

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以孙中 山逝世的 月 快讯 《 申报 》 、《新报 》 都发行了植树节特刊 ；

日 为植树节 ； 年 ， 南京政府正式颁 市政府拟定了
“

树林是大地的文章 自 然的

布 《 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 艺术
”

等各种标语 ； 市长张定墦率市政府

例 》 对各省植树活动时间 、参与人员 、经费 、 及中央直属在沪机关官员 、 市立 所学校

意义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阐释。 至此 ， 民 教职员工及学生等两千余人 ， 参加植树仪

国植树节的意义 ， 由原来孙 中 山单纯的强 式以及大中华影戏公司现场拍摄植树式纪

国兴邦 ， 又追加 了继承总统遗志及宣扬总 录片等 。

统精神等政治文化内涵 。 这从 年及其 《 上海的植树式 》 正是在 年 月

后植树仪式所形成的严格的十一项规程可 日 这样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植树仪式场

以看出 ， 分别是 ： 奏乐 ； 全体起立 ； 向 合中被使用 的 ， 它本身也是这一使用场域

国旗及总理遗像致礼 ； 主席躬读总理遗 的重要构建者 ， 集 中体现了
“

环保兴国 、

嘱 ； 静默三分钟 ； 主席报告会议宗 旨 ； 总理遗志
”

这一主题思想。

演说 ； 唱植树歌 ； 呼 口号 ； 摄影 ； （ 三 ） 从歌曲创作行为看萧友梅的现代

散会 。 思想

从一份有关 至 年期 间上海 通过以上作品使用场域的分析可以肯

市植树仪式一览表中可以看到 ， 自北洋政 定 ， 萧友梅创作 《上海的植树式 》 ， 绝不是

府 年采纳孙 中 山植树节提议至 出于普通的应景 目 的 ， 而是为 了表达继承

年国 民党败走台湾 ， 除 、 、 、 孙 中 山先生
“

环保兴国
”

思想的愿望 。 所

、 及 年等因军阀混战及 日寇 以 ， 如果说孙 中 山先生的
“

环保兴国
”

思

人侵而未举行植树仪式外 ， 其他年份都坚 想 ， 已经从环保上升到兴国的高度 ， 而萧

持了植树仪式 。 可见 ， 以植树式来表达对 友梅先生可能还未达到这一境界的话 ， 那

孙中山先生的怀念及对其强国思想的继承 ，

至少在上海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

年 月 日上海植树式 ， 有着特
胡波 《孙中山与植树节 》 ’ 《 中山 日 报 》麗 年

别的意义 ： 第一 ， 蒋介石于 年 月 成
同注 。

了南足 国民政府 ， 年的植树式是南
程绪河 、 王寿等 〈〈上海园林志 》 ， 上海社会科学

京政府 的第一个植树式 ； 第二 ， 年 出版社 年版 。

月 日 ， 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 ， 年的 同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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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
以创作行为来表达对这一思想继承的 则小标题为

“

开发新疆省天然利源之意见
”

；

萧友梅 说他具有现代
“

绿化环保
”

的思想 ， 第二则小标题为
“

陕西省商业前途与交通

则并不为过 。 对此 ， 我们还可以提 出更多 之关系
”

； 最后是作为按语的
“

译者附识
”

。

的理由 ： 以下是译文 （ 共 页 ） 的部分截图 ：

第一 ， 萧友梅与孙 中 山有过长期交往 ，
图 —

感情深厚 ， 孙 中 山 的精神思想必定会在一
兩 声 德

定程度上影响到萧友梅 ， 从而转化为萧友 禁 品 妻 会
係 运

乏

梅的思想 。 早在 年 ， 孙中 山在澳 门就
霧 爵 鬆

与萧友梅有过交往 ；
刚 年 ， 留学 曰本的 劃 或

莲
。

萧友梅又加人了孙中 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 ；

『 罢 黑
如 年 ， 孙 中 山为逃避 曰 本及清政府的辑

鍀 證 典

捕 ， 藏匿在萧友梅住处一个月 之久 ；

年元旦 ， 孙 中 山任 中华 民 国 临时大总统 ， 之

即 召萧友梅为总统府秘书员 ； 年 月
令 两 格

曰
， 孙 中 山病逝 ， 萧友梅即作 《 总理奉

襄 丨 裝

安哀辞 》 以示哀悼 ； 等等 。 塞 品

第二 ， 萧友梅有关植树节的歌曲 ，

前至少有三首 ： 第一首收录于萧友梅

年 月 出版的 《 今乐初集 》 ； 第二首收录
之

装 攀 咨

于萧友梅 年 月 出 版 的 《新学制 唱 羣
—
瑗

歌教科书 》 第二册 ； 第三首就是本文中的
霧 晷 ■

《上海的植树式 》。
一位作曲家如果只创作 翠 邊

首某 题材的作品 ， 似乎不能肯定他已
（

一 关于译 容
形成了这一题材所反映的某种思想 。 但如

第一则译文是德 国人开发新疆 的 意
果创作 了几額 聰神品 ， 職雌 见 ， 主翻述了六个方面的喃 ： 描述新

疆地理环境及经济落后 的情况 ； 指 出新疆

种思想 。 说 ， 萧錢之所關作 了几
冑后細于交贿后 ； 指 出开发新疆天然

首植树节题材的歌 曲 ， 可能正是因为他在

孙中 山 的
“

环保兴国
”

思想及其倡导的 同 向延生 《 中 国近代音乐教育 的宗师一音乐教

类运动 的影 卩向下 ， 形成了一种现代
“

绿化 育家萧友梅 》 ， 《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 》 ， 春风文艺出版社

环保
”

思想的结果 。
年版 ， 第 、 ■ 页 。

陈聆群 ， 齐毓怡等 《萧友梅全集 》 第二卷 ， 上海

二、 文 音乐学院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在 聰 年第 卷第 期的 《劝业丛报 》

该报由北京特派对外实业专使总公所创办于 觀

年 月 ， 年停刊 。 主编叶公绰 。

上
”

， 刊载有萧友梅 篇题为 《德人对于改
萧友梅 《德人对于改 良我国西北省实业之计划 》 ，

良我 国西北省实业之计划 》 的译文。 该文
《劝业丛报 》 ， 北京特派对外实业专使总公所 ， 年第

由两则译文及译者附识三部分构成 ： 第一 卷第 期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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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先决条件是交通建设 ； 指 出交通建 意见的表达 。 萧友梅的按语 ， 尽管简洁 ，

设以公路为宜 ； 指出应以专门人员开发新 但通过对德国人
“

富进取心
”

的评论 ， 反

疆的煤 、 油等矿业 ； 指 出应开发新疆的畜 衬国人应研究发展事业 ， 尤其其中
“

急起
”

牧业。

一词 ，表达了急迫而强烈的思想感情。 可见 ，

第二则译文是德国人关于陕西商业与 此译文有鲜明 的动机 ： 萧友梅意欲通过译

交通的关系的论述 ，
主要阐述了九个方面 文来劝导 中 国实业大家 ， 学习德国人 ， 急

的 内容 ： 介绍陕西省地理环境 ； 介绍西安 起研究西北开发问题 ， 并尽力实行 。 透过

主要物产 ； 介绍西安物产的主要销路及传 这一动机 ，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 萧友梅正

统交通工具 ； 指 出应在西安投资现代化工 是通过译文来表达 自 己开发西北 ， 发展实

业 ； 指出应 以西安为 中心建设公路 ， 促进 业的主张 。

商业发展 ； 介绍西安 、 汉 中的主要物产 ； 那么 ， 我们可 以把译文看成是萧友梅

介绍西安的主要矿产资源 ； 介绍陕北地区 的主观思想 ， 从萧友梅的角度再次概括译

的贫瘠及其原因 ； 指 出应 由外 国人承办公 文及按语的综合内容 ： 西北两省有着丰富

路建设 。 的物产资源 ， 应该加 以开发利用 ；
开发西

概括上述两则译文的主要 内容 ， 可以 北的重点是交通建设和引进现代西方工业

得出德国人的三个主要观点 ： 新疆 、 陕西 技术 ； 国人应该学习德国人的进取心 ， 急

两省的物产丰富 ， 但均贫困 ； 贫 困的原因 起开发西北 。 正是以上三点 ， 体现了萧友

主要是交通不便及缺乏现代工业技术 ； 开 梅先生
“

实业开发
”

的现代思想 。

发两省资源 ， 发展两省经济 ， 关键的办法 （ 三 ） 萧友梅现代实业开发思想的来源

是发展交通及输入现代工业技术。 首先 ， 萧友梅实业开发的现代思想来

二 ） 从译文看萧友梅的现代思想 源于近代
“

西北开发
”

的大背景。

萧友梅的上述译文带有很明显的意向 民 国之前 ， 提出西北开发思想的主要

性 ， 从文本功能类型来看实际上是一篇指 有龚 自珍 、 魏源 、 林则徐及左宗棠等 ， 其

示文本 。 这样说基于两个理由 ： 第一是发 中犹以左宗棠为身体力行者 。 左宗棠在经

表的刊物 叫 《 劝业丛报 》 ， 所谓
“

劝
”

就 略陕西 、 甘肃 、 新疆诸省十 四年间 ， 先后

是
“

意欲某人做或不做某事
”

。 萧友梅在 从政治 、 军事 、 经济 、 文化 、 教育等各个

此刊发表的尽管是译文 ， 但还是为了劝导 方面对西北开发问题进行了实践 。 至民国

国 民开发西北 ， 谋求实业 。 第二是萧友梅 时期 ， 在新疆的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面前 ，

的按语 ， 体现了更为明确的 目 的 ， 现摘录 政府和民众又掀起了一场西北开发热潮 。 这

如下 ：

一时期 ， 对西北开发做过较多论述和实践

按以上两 则 乃 最近德人对于开发及改 的人主要有孙中山 、 黄兴 、 冯玉祥 、 张学良 、

善我 国 西北省份实业计 划 。 彼方经此次战 杨虎城 、 蒋介石 、 张人鉴 、 曾济宽及徐旭等 ，

争后 （ 第
一次世界大战 ，

笔者注 ） ， 本无暇 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孙 中 山 。 年 ， 孙

自 顾 ， 然 尚致致研究在 中 国 经营 实业之法 ， 中 山在他的 《实业计划 》 中 ， 提出 了诸如

足见德 国人之 富进取心 ， 吾 国 实 业大 家 ，

盘急起研究 匕问题而 实行之 。 彭大成 《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与深远影

按语 ， 原本就是编 、 校 ， 或译者主观 响 》 ，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 （ 社科版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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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铁路交通 、 引进现代工业技术以发展 业开发思想 ， 以致著文号召开发西北的理

工农林畜牧等支柱产业 、 移民垦荒等各种 由 。 如前文所引 黄旭东 、 汪朴两位先生之

措施 ， 对西北开发问题作了整体战略部署。 观点 ， 萧友梅先生 的思想行为 ， 绝非孤立

孙 中 山 的这一思想 ， 成为民 国时期西北开 于社会环境之外 、 横空 出世而来 ， 而是在

发的思想总纲 ， 对其他人的思想及西北开 与广阔的社会环境交互作用 中产生的 。 这

发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种交互作用 ， 可 以使他产生现代音乐教育

上述这一社会性思想行动 ， 正是萧友 思想和行动 ，
也可能使他产生其他现代思

梅实业开发思想的产生背景 。 作为一个关 想和行动 ， 比如这里论及的开发实业思想 ，

心时政的爱 国志士 ， 在这一国家性方略的 差别只在主次而已 。

影响下 ， 形成初步的相应思想 ， 是顺理成

章的事情。

三 、 提案与信

其次 ， 萧友梅实业开发的现代思想应 在 年 月 日 刊发 、 由 国 民政

该与孙中 山有直接关系 。 萧友梅上述译作 府教育部 国语推行委员 会主编 的 期

文章 ， 大致在 年 月 至 年 月 之 《 国语周刊 》 杂志上 ， 刊载 了一份 以萧友

间 。 这一时间离孙 中 山 年的 《实业 梅为主议人 、 拟定于 年 月 国语统

计划 》 提出 时间接近。 也就是说 ， 萧友梅 一筹备会第三次大会上提交的名为
“

国语

是在孙中 山西北开发计划正处
“

热议
”

之 文献馆请设法集股铸造铜注音字模
”

的提

时翻译此文的 。 联系之前讨论过的二人关 案 ； 在
“

国语统一筹备会
”

所办刊物 ， 即

系 ， 我们认定萧友梅实业开发的思想受到 于 年第 期的 《通讯 》 第 页上 ， 刊

孙中山 的影响 ， 是完全合理的 。 载了一封以萧友梅为主笔人 、 写于 年

当然 ， 能影响到萧友梅实业强 国思想 月 日并呈交京师学务局的信函 。 以下

的还可能有叶公绰 （

—

。 叶公绰 是此两则材料 ：

是广东番禺人 ， 曾 留学 日 本 。 年 ， 叶 图 图

公绰受命为北京对外特派劝业专使 ， 《劝业
從贫瓶夺

丛报 》 正是他此时创办。 叶公绰任专使时
曰

—
期最主要的业绩是开发东北实业 ， 是东北 銅 模 舊 案

诸省铁路 、 水力 、 电力 、 矿业等建设的最 一 —

早计划和实践者。 叶公绰 、萧友梅二人同 乡 ，

！

又有共同 留 日 及 同处北京的经历 ， 之间有

较多的交往及相互影响是非常可能的 。 萧

友梅作为一个音乐教育家 ， 却在叶公绰创

办的有关实业建设的报刊上发表文章 ， 这

一 日
沈社荣 《孙中山开发西北思想之影响 》， 《 宁夏大

… 二 占 士亜县衬茧右拖
“士 弈

学学报 》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

、 ” ：

点 ’ 王要是 情友梅 头业开
所以作如雌断 ， 因有三 ： 《 劝业丛报 》 创

发 现代思、想来源的讨论。 换个角度 ， 这
办于 年 月 ； 该刊是季刊 ， 年第 期大致是

些讨论也可以作为说明一个主要致力于音 月
； 应该是该刊约稿 ， 或者萧主动投翻情况下 翻 译

乐教育事业的音乐教育家 ， 何以会形成实 此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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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关于提案 国 民学校所用算术课本中 的应用题 ， 因生

发起提案的共四人 ， 其中提议人为萧 字难认而影响到儿童学习算数技能 ； 指 出

友梅和赵元任 ， 连署人为沈彭年和陆基 ， 采用
“

国音字母单行体
” 《可以解决这一问

萧友梅 的名 字处于首位 ， 所 以他应该是 题 ； 以撰信人所在实验小学一年多的实践

主议人 。 赵元任 （

— 是我 国著 说明采用国音字母的好处 ； 指出撰蓓人正

名 的语言学家 、 作 曲家 ； 沈彭年 （

— 着手在实验小学编写国音字母单行体形式

， 江苏青浦 （ 今上海辖区 ） 人 ， 政 的教材 ， 并将很快出版 ； 表达了希望国语

治家 、 作曲家 ， 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 、 统一筹备会推广实验小学实践成果的愿望 。

社会教育司司长 、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职 ， 比较信函与提案 ， 我们发现信函 的核

年 月 日 曾与萧友梅等人共同发起 心 内容与提案一样 ， 也是为 了通过给汉字

成立
“

乐友社
”

； 陆基 ， 语言学家 ， 年 注音的手段 ， 达到推广 国语 、 普及 国 民教

国民政府
“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

委员 。 育的 目 的 。

提案的 内容主要牵涉五个方面 ： 说明 （ 三 ） 从提案及信函看萧友梅的现代

国语推广对于普及国 民教育意义重大 ； 指 思想

出 为语体文 （ 白话文 ） 注音是推广国语 、 首先 ， 萧友梅在提案及信函 中都表达

普及国 民教育的关键 ； 指出 为文字注音有 了一个共同 的意愿 ， 即通过给汉字注音的

很多实施的 困难 ； 指出解决的办法是另铸 手段 ， 达到推广国语 、 普及国民教育的 目 的 。

一副注音铜模并加 以推广 ； 指出铸造铜模 同时我们看到 ， 萧友梅藉以表达这一意愿

有 国语统一筹备会筹款铸造 、 教育部授权 的文件都非常正式 ， 呈交对象也非常严肃 ：

商人承办 、 教育部与印刷局合资承办等三 提案的呈交对象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三次

种方案 。 大会 ， 信函则是京师学务局 。 向这么严肃

从提案 内容可以看出 ， 提案的 目 的是 的对象呈报提案和信函 ， 其内容必定是深

希望通过铸造注音铜模 ， 从而解决语体文 思熟虑的产物 。 所以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

注音的 问题 ， 最终是为 了推广国语 ， 普及 萧友梅已形成了一定的普及国 民教育的现

国民教育 。 代思想。

二 ） 关于信函 其次 ， 从上述两则材料中所牵涉到的

信函的撰写者共三人 ： 主笔者萧友梅 ， 人物来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 材料所涉

当时任北京高等师范附属实验小学主任 ； 连 及的赵元任 、 陆基 、 沈彭年 、 苏耀祖 、 赵
‘

署者苏耀祖及赵镛 ， 也均为该校教师 。 而 镛等六位人物 中 ， 除赵镛笔者未查到相关

将此函转 《通讯 》 刊发的张一摩 ， 是近现 资料外 ， 其他五人均为当时推广 国语的重

代著名 的教育家 ， 早期 国语运动的主要倡 要人物 。 如赵元任 、 陆基都是国语统一筹

导者 ， 年任政府教育总长 ， 年去职 ， 备会委员 ， 张一磨则为会长 ； 苏耀祖虽不

年任
“

中华民 国国语研究会
”

副会长 ，

年又任
“

国语统一筹备会
”

会长 ， 专
细由工 厂八立女甘 姑叱 …
郭家玉 《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张一摩 》 ， 扬州大学

门主持国语统一工作 ， 对推行注音符号尤

国音指中国语言的法定标准音 ， 国音字母指拼读

信函 的 内容主要牵涉五个方面 ： 指出 时的记音符号 ， 单行体指只有注音字母没有文字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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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筹备会委员 ， 但也是国语筹备会会刊 《 国 会国语 。 然而 ， 要在出版物中广泛使用注

语周刊 》 的编委 ； 沈彭年身为教育部高官 ， 音符号并不容易 ： 原有印刷字模没有注音 ，

在推广 国语上举足轻重。 萧友梅与这样一 临时加印注音会给排版 、 校对等印刷工作

群以推广 国语 、 普及 国 民教育为 己任的学 带来极大的麻烦 。 而且 ， 临时加印注音要

者共同起草提案及信函 ， 又与苏耀祖 、 赵 占据版面空 间 ， 会导致 出版物版幅增加 。

镛两位在附设小学躬行实践 ， 编著教材 ， 总之 ， 在使用原有字模的情况下 ， 同样的

如此的表现 ， 说他具有普及国 民教育的现 出 版物 ， 加注音 比不加要多费很多人力 、

代思想 ， 是完全合理的 。 物力和财力 。 成本提高后 ， 出版物如果不

再次 ， 在 《 萧友梅全集 》 第一卷中辑 涨价 ， 出版商赚不了钱 ； 涨价 ， 普通 民众

录有萧友梅任职北京高等师范附设实验小 又买不起 。 这一矛盾的结果 ， 必然是维持

学时期的前后两篇演讲稿 ， 稿中也都论及 出版物的原状 。 事实正是如此 ， 在没有铸

到推广国语的相关问题。 尤其在前一篇演 成带注音的汉字模铜以取代原有字模之前 ，

讲稿中 ， 萧友梅提出 了提倡 白话文 、 增加 尽管使用注音符号的要求早在 年就有

中 国文字字音 、 统一国语及在小学推广注 了决议 ， 但长期不见成效 ， 出版商 、 印刷

音字母等多种主张。 把这些新旧史料结合 厂照旧我行我素 ， 出版物照旧只有汉字 。

起来共同解读 ， 足证萧友梅先生不但具有 萧友梅看到 了 问题的根本 ， 他的提案

推广 国语 、 普及 国 民教育的现代思想 ， 而 是最早针对推进注音汉字过程中
“

工具矛

且还比较明确 。 盾
”

的问题而提出 的解决方案 。 按照这一

四 ） 萧友梅对普及国民教育的贡献 方案 ， 只要铸造一套注音 、 汉字一体的铜

五四前后 ， 推广 国语是一项非常重要 字模 ， 印刷局就可 以 以之为模 ， 铸造音 、

的文化运动 ， 是普及国 民教育的基础 ， 也 字一体的铅字 。 铜模只要设计合理 ， 之前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部分 。 它不 所说的排版 、 校对及版幅等问题就都能解

但被时代赋予文化意义 ， 也被赋予兴邦强国 决 。 由此 ， 推广注音汉字 ， 普及 国语及国

的政治意义 。 萧友梅尽管未把主要和持久的 民教育就有了可能 。

精力放在这一领域 ， 但由于他独到和前瞻 当然 ， 由 于种种社会原因 ， 萧友梅的

的 目光 ， 却在这一领域做出 了较大的贡献 。 提案 自 年 月 提出 ， 直至 年

首先 ， 萧友梅最早针对推进注音汉字过 月语言学家黎锦熙再次提出之前 ， 始终未

程中的
“

工具矛盾
”

问题提出 了解决的方案 。 能实现 。 但我们决不能据此认为萧友梅的

这一方案是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思想来源 。 提案失去了意义 。 事实上萧友梅等人向 国

在当时的条件下 ， 想要推广 国语 、 普 语统一筹备会呈交提案时 ， 黎锦熙正任筹

及国 民教育 ， 关键要解决国音拼读问题 。 备会委员 。 可 以肯定地说 ， 正是萧友梅主

而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国 民 国音拼读问

题的最好办法 ， 就是在报纸 、 杂志 、 读物
” 、 士 …丄

陈聆群 、 齐毓性等 《萧友梅全集 》 第一卷 ’
上海

及课本等出版物中使用注 曰 符号 ’ 使广大
音乐学院出祖 年版 ， 第 页 。

民众能 便捷地接触 注音文字 。 如
于锦恩 《论印刷技术对语言规划实施的制约一

果这样 ， 民众在接触各类出版物时就能对 以民国时期注音国字的铸造为例 》 ， 《华北大学学报 》 （ 社

汉字进行正确的识 、 读 、 记 ， 从而快速学 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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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提案 ， 为黎锦熙的再次提议及筹备会 他作出更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

最终采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 历史之于萧友梅先生 ， 到底还是公平

年 月 ，黎锦熙以《汉字注音铜模 ， 的 ： 新 中 国关于先生 的研究 ， 自 世纪

应 由 国家铸造案 》
一案 ， 再次投递至教育 七十年代末开始 ， 似乎曾经一直笼罩在所

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 次常委会 ， 获 谓
“

学院派
”

的阴影之中 。 然而 ， 年

准通过。 年 月 日
， 政府行政院第 黄旭东先生披露了 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

次行政会议又通过了经由教育部转呈的 乐教育促进会发现的关于萧友梅在抗战爆

上述提案 。 至此 ， 早在十多年前萧友梅就 发之初所提出 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如

提出 的设想 ， 终于在黎锦熙的再次努力下 何办学的方略 ， 即 《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

得以实现。 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

其次 ， 萧友梅是较早躬行注音字母教 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 》 这一

育改革实践并力 图 向广大教育界加 以推广 文件 自此终结了纠缠于
“

救亡派
”

与
“

学

的人士之一 。 院派
”

之间的有关萧友梅先生的一桩历史

在任职北京高等师范附设实验小学期 公案 ， 为他彻底摘掉了所谓
“

学院派
”

的

间 ， 萧友梅就与苏耀祖 、 赵镛等教师共同 帽子 。 今天 ， 笔者文中新史料的面世及解

进行了注音字母的教育改革实践 。 从上述 读 ，
又把对萧友梅先生思想行为 、 业绩功

信函 中可以看出 ， 至 年 月 ， 萧友梅 勋的认识 ， 从以往单一的音乐教育领域扩

等人巳经在教学中使用注音字母一年有余 ， 展到绿化环保 、 实业开发及普及国 民教育

而且效果 良好 。 甚至 ， 萧友梅等人还着手 领域 。 可以说 ， 这是我们在全面认识和评

编著了相关教材 ， 并准备出版 。 萧友梅不 价萧友梅先生这一 问题上的又一次发展 。

但在推行注音字母上走在前面 ， 躬行实践 ， 笔者相信 ， 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及研究

而且努力想把实践成果推 向广大教育界。 的进一步深人 ， 萧友梅先生的思想及功绩 ，

萧友梅与苏耀祖 、 赵镛给京师学务局写信 ， 可能还会更加丰富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 我

就是为了这一 目 的 。 可以肯定 ， 萧友梅推 们 由此也会对萧友梅先生产生更加全面的

广 国语 、 普及教育的思想及行动 ，

一定 曾 认识。

对广大教育界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

作者单位 ： 湛江师 范学院音 乐 学院

综观上述三类五则新史料 ， 笔者认为 ，

我们有理 由说萧友梅先生一生除现代音乐

教育思想外 ， 尚有
“

绿化环保
”

、

“

实业开发
”

及
“

普及国民教育
”

等其他各种现代思想 ，

而且也有这种思想指导之下的实践行动 ，

并对当时社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 尽管 由
同注 。

〒萧友梅先生毕生以音乐教育为要务 ，

黄旭东 《 中醒代音乐史研細重要新发现一

使他无暇在其他方面贡献更多 ， 但我们还 尘封 年 、 出 自萧友梅手笔的珍贵文献酣 》 ， 《 中国音

是应该牢记他的这些贡献 ， 以帮助我们对 乐学 》 年第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