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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现代美育的发展史，凝结着美 学 史 和 艺 术 史 的 重 构，是 在 西 学 东 渐 的 语 境 下，许 多 关 心

美育和艺术教育的美学家和艺术家以不问中西的姿态，吸收一切有益的因素，建构中国 特 色 的 审 美 教 育 和

艺术教育的历程；历史中的那些志同道合的美育敬重者，从美育观念的更新、美育 机 构 的 建 立、美 育 人 才 培

养体系的谋划，以及身体力行的美育和艺术教育实践入手，致力于现代艺术教育和美育启蒙；这其中贡献突

出的艺术家贺绿汀承继着历史的积淀，以人民至上的美育和艺术教育立场，一以贯之地 传 播 着 现 代 美 育 观

念和思想，以为党和国家服务为使命展开了行之有效的美育和艺术教育实践。这一切对今天的美育事业深

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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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是人类反抗噪声的行动及其结果，是人

为了自己 的 心 灵 健 康 创 造 声 音 环 境 的 另 一 种 可

能，所以有人说“对于充实而又快乐的人生来说，
音乐是不可 或 缺 的。”［１］２００尽 管 在 审 美 教 育 中，绘

画、雕 塑、舞 蹈、戏 剧，甚 至 包 括 文 学 等 都 在 发 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电子音乐技术相当发

达的今天，音乐的制作、复制和播放空前便捷，传

统的音乐 传 播 和 音 乐 教 育 方 式 与 电 媒 时 代 音 乐

接受的普适性，为以音乐艺术实现审美教育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音乐教育成为艺术教育或美育的

独特而 重 要 的 途 径。讲 究 人 格 教 化 的 孔 子、荀

子、庄子对音 乐 的 高 度 重 视，中 国 古 代 礼 乐 文 化

的发达，都说明在人格教育里音乐教育于中国传

统中被重视的程度。进入２０世纪，包括音乐在内

的中西艺术、中西美学和美育思想渐次在中国出

现汇流，一些 现 代 美 育 的 主 张 者 和 实 践 者，一 些

音乐家也开始了理解和传播新音乐，开始以新的

艺术进行艺术教育或审美教育，蔡元培、萧友梅、
黄自、贺绿汀算是中国这段历史时期审美教育的

先驱者。贺 绿 汀 是 其 中 最 有 成 就 和 影 响 的 音 乐

教育家之一，他从２０纪之初的青年时代到新中国

时期，一直为国家的音乐教育和普及艺术教育做

着非凡的 努 力。当 我 们 以 考 察 和 探 索 的 心 态 进

入他的艺术教育人生历程时，不仅能够体悟到一

位音乐家的魅力和风采，还会获得对今天的艺术

教育和审美教育的深刻启示。作为２０世纪杰出

的音乐教育家贺绿汀，生于１９０３年，恰逢中国近

代美育之路的形成之初，其一生的教育思想和价

值观中凝结着中国“美育”的进步基因，其一生的

伟大举措在传承和践行着美育事业，并于现当代

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发展当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贺绿汀用 自 己 的 音 乐 人 生 参 与 了 从 近 代“美 育”
的提出到新中国“美育”的发展，以音乐教育为主

要途径，践履着“美育”在中国音乐教育领域不同

时期的实现、转型及价值释放。

一、不问中西：现代性美育观念的探索与建构

进入中国２０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美育渐渐成

·９２·



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诉求。尽管那

时，美育事业 在 中 国 社 会 尚 未 被 全 社 会 重 视，但

中国丰富的历史传承的力量、时代文化和教育的

需要，使得许多有识之士于世纪之初就开始了他

们的研究、探索和实践。
在近代中 国 美 育 的 发 展 历 程 中，梁 启 超、康

有为、鲁 迅、朱 谦 之、梁 漱 溟、冯 友 兰、王 国 维、蔡

元培等人都对美育从哲学、文化以及教育层面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的认识和觉悟体现了对现

实的反思和对理性地召唤、对美与艺术的本质关

系和美育 与 社 会 关 系 的 积 极 探 索。无 论 是 出 于

何种目的，就 现 实 意 义 而 言，美 育 事 业 显 示 出 时

代对它 的 需 要，例 如 这 一 时 期 掀 起 的 新 音 乐 思

潮、音乐艺术 的 历 史 性 更 名，都 体 现 了 现 代 性 进

入中国社会后艺术史学观念的重塑。在２０世纪

之初的中国，这 幅 宏 大 的 历 史 现 场 极 为 活 跃，但

都未曾偏离一个声音，那就是借助艺术实现美育

从而寻 求 一 条 救 国 的 路 线。从 蔡 元 培、萧 友 梅、
黄自再到贺绿汀，我们发现了音乐教育的美育意

义实质上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力量之一，是文化救

国和教育 救 国 的 时 代 举 措。这 得 益 于 蔡 元 培 等

人的科学眼 光、思 想 深 度 和 对 现 实 的 准 确 把 握，
这一战略选择被贺绿汀等人传承下来，为新中国

的美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中国音乐的历史转型是进入２０世纪以后的

事情，它的身份和存在属性也随时代的演变发生

了巨大的 变 化———音 乐 思 潮、音 乐 形 态、音 乐 教

育和音乐风尚都由传统转向了现代，同时文学艺

术、美育思潮、国 家 文 化 之 间 的 交 叉 互 动 也 成 为

一种事 实，在 许 多 方 面 都 表 现 出 一 种 文 明 的 进

展。这一时 期 的 音 乐 思 潮 和 新 音 乐 文 化 属 性 当

中包容了许多的争鸣，我们在回顾历史中能够清

晰地发现 曾 经 的 是 非 恩 怨 反 倒 在 促 进 艺 术 和 艺

术教育生态环境的调整，时代的差异没有削弱对

真理追求的热情，新的美育观念被理所当然地逐

渐展开和传承着。在与西方先进理念的融合中，
美育理论 与 音 乐 形 态 都 实 现 了 适 应 本 土 的 中 国

化特征。触 动 这 一 时 期 产 生 质 变 的 有 多 方 面 力

量，蔡元培在宗教与美育之间洞察到的微妙思想

建构为那 个 时 代 一 面 审 美 教 育 的 旗 帜。那 一 时

期落后的音乐教育、音乐思潮乃至国人的落后观

念并不能一 概 而 论 为 阻 止 时 代 进 程；相 反，它 们

在某种程 度 上 量 化 着 彼 此 之 间 的 递 进 关 系 和 共

同面向。从 北 京 大 学 到 中 国 近 代 第 一 所 高 等 音

乐学府，这一路记录着蔡元培与萧友梅翻开上海

音乐学院 史 第 一 页 的 努 力，“美 育 之 光 铺 洒 创 业

路”映入眼 帘，这 所 不 寻 常 的 音 乐 学 院 的 前 世 今

生中，演 绎 着 一 条 从 近 代 通 往 现 当 代 的 康 庄

大道。

１９２０年，留 法 归 来 的 萧 友 梅 博 士，正 式 参 与

到蔡元培在 北 京 大 学 的 建 设 中 来。１９２２年３月

２５日，北京大 学 评 议 会 第 七 次 会 议，蔡 元 培 以 便

条手书这一 提 案，通 过 了《北 京 大 学 学 生 事 业 委

员会成员提案》，萧友梅在计画股负责音乐科目，
与其他同 仁———燕 树 堂、陈 衡 恪、马 寅 初 等 有 义

务、有组织地管理学生社团及开展相应的公益事

业。是年６月２４日，蔡元培与萧友梅商议成立传

习所事宜，其前身是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

传习所的整体建设，体现了蔡元培对美育教育的

深入思 考。此 外，在 蔡 元 培 的 治 学 理 念 中，学 术

研究的传播要建立相应的理论阵地，于是，《北京

大学季刊》于１９２２年８月１日创办，冯汉书担任

自然科学组 主 任，王 雪 艇 任 社 会 科 学 组 主 任，胡

适之任国学组主任，蔡孑民（蔡元培）任文艺组主

任，萧友梅为 文 艺 组 委 员，这 一 季 刊 成 为 美 育 理

论的阵 地 和 美 育 社 会 传 播 的 最 佳 途 径［２］５７２－６６４。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音乐思潮来看，当系统而又

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尚未成熟之际，蔡元培已将

审美教育具体 落 实 到 北 京 大 学 里，在１９２２年１０
月２日的开学典礼中如是说：“科学的研究，固是

本校 的 宗 旨；而 美 术 的 陶 养，也 是 不 可 少 的……
今年该由 学 校 组 织 分 作 两 部：（一）音 乐 传 习 所，
请萧友梅先生主持……除规定课程外，每星期要

有一次音乐演奏会与美术展览会，以引起同学审

美的兴味。”［２］７６９事实上，蔡元培与萧友梅的结缘，
乃至贺绿 汀 一 生 为 之 殚 精 竭 虑 的 国 立 音 乐 院 的

建立，都不是偶然的。１９２０年３月，萧友梅归国，
他说：“我这 回 从 德 国 回 来，路 过 美 国 的 时 候，听

见有人说北京大学有一个音乐研究会，心中已经

很喜欢；到了北京，不过几天，蔡先生就送我一本

《音乐杂 志》，我 更 喜 出 望 外 了”［３］１４３。这 种 结 缘，
深层地体 现 了 二 人 有 着 同 样 的 价 值 观。那 时 的

萧友梅极具开阔的视野，抱有热忱的音乐情怀深

入到音乐教育之中去，并怀有客观批判和包容的

态度。他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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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３中，针砭时弊地指出了中国音乐教育不发

达的种种原因，洞悉了２０世纪初中国音乐落后的

根源。随后８月２１日，他借《北京大学日刊》发表

了《萧友 梅 先 生 教 育 演 讲（在 高 师 实 验 小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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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３］１５３，９月７日发表了《实验小学之教授法及

教材》［３］１６０，这三篇文章系列化地提出对美育教育

的初步看法。在第一篇中，他指出在中国音乐落

后时期受 教 群 体 的 年 龄 启 蒙 问 题。第 二 篇 则 是

依据启蒙提出了建设性的想法，在第三篇文章中

直指儿童美感塑造的要义，他分别就“儿童本身”
“教室”“儿童的家庭”“春天”“夏天”“秋天”“水与

冬天”以及“人”等关键词谈到了如何塑造儿童认

识世 界 的 美 感 价 值 观 问 题。从 哲 学 角 度 阐 述

“人”对于 现 象 的 把 握 要 还 原 到 认 识 层 面 的 逻 辑

问题。这三 篇 文 章 是 萧 友 梅 深 入 思 考 中 国 近 代

美育与教育实施的重要文献，这不仅奠定了他个

人美育价值观的基础，而且确立了对日后贺绿汀

受教的国立音专的培养定位。
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７国立音乐院成立的过程中，萧

友梅在北 京 大 学 发 表 的 系 列 文 章 都 具 有 重 要 的

历史意义，以至于在后来的音乐文化思潮中都成

为核心论点，他１９２０年发表的《中西音乐的比较

研究》一文，从 表 面 上 看 是 单 纯 地 介 绍 中 国 与 西

方的教 学 方 式、乐 谱、音 阶、译 谱 等，实 则 在 强 调

西方作 曲 技 术 理 论 的 先 进 性，与 他 之 前 发 表 的

《美国哈 佛 大 学 音 乐 学 的 课 程》一 文 有 同 样 的 指

向性。“中西问 题”一 直 是２０世 纪２０年 代 到４０
年代音乐争论的重要问题，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

也出现了类似问题的回流期。从当时来看，作为

这一思潮的 参 与 者，他 清 楚，要 发 展 中 国 的 先 进

音乐，必须有 现 代 的 音 乐 教 育 机 构，内 心 活 跃 着

创办音乐院校的个人渴望。这一时期，他在北大

教学的工作经历，恰好加速了他的理想走向现实

的进程，这也验证了他与蔡元培办学治校上的志

同道合，他们要建立一个借助西方先进的作曲技

术理论的成熟的中国新音乐教学阵地，他在自己

１９１６年完 成 的 博 士 论 文 中 就 提 出 这 样 的 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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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３。回 国 以 后，他 认 为“我 们

中国已经 一 千 多 年 没 有 办 过 一 间 学 校 了”“以 及

音乐同唱歌 与 美 育 很 有 关 系……”，他 与 蔡 元 培

的“志”均体现了以教育为手段的目的，而以教育

为手段去 实 现 美 育 和 艺 术 教 育 实 则 是 他 与 蔡 元

培的“合”。可见，后期的２０世纪音乐思潮中，认

为音乐教 育 落 后 的 一 些 音 乐 志 士 所 提 出 的 改 革

和实践，以及贺绿汀青年时期就读的国立音专的

培养定位，他个人在世界作曲比赛中所取得的成

就，都承袭了这一重要的理念。萧友梅也没有辜

负蔡元培对他的期许：“萧先生注重音乐的技术，
而以学校为 传 播 的 机 关，所 以 回 国 后，即 在 北 京

大学及师范大学等校设音乐研究会，后来在上海

办理音乐专 科 学 校，无 论 有 何 等 艰 难 与 辛 苦，他

终锲而不舍。”［５］２８４

纵观２０世纪之初，蔡元培从提出“以美育代

宗教”始，慢 慢 地 与 文 人 志 士 共 同 营 造 了 一 个 空

前盛大的美 育 氛 围，美 育 方 面 的 果 实，体 现 了 美

育理想的现实转位。蔡元培在其《二十五年来中

国之美育》一文中回顾并展示了这样一幅全景式

的图 画，这 幅 图 画 是 具 有 科 学 性、先 进 性、学 术

性、美学性、丰富性与中国性的，涉及的美育范畴

有造型美术、音乐、文学、演剧、影戏、留声机与无

线电 播 音 机 和 公 园，地 点 分 布 在 北 平、上 海、南

京、杭州；先后成立的学校和美育机构，如上海美

术专门学校、国 立 北 平 大 学 艺 术 学 院、国 立 杭 州

艺术专科学 校、国 立 中 央 大 学 教 育 学 院、中 国 画

学研究 会、故 宫 博 物 院、国 立 音 乐 院 等。在 这 一

历史时期，《音乐杂志》《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与审

美教育有关的现代纸媒也相继问世，一批艺术家、
作家和翻译家如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黄振玉、
刘半农、萧友梅、刘天华、胡适、陈独秀、鲁迅、茅盾、
沈从文、徐 志 摩、闻 一 多、田 汉、梅 兰 芳……［６］７９－９３

等也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审美教育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兴趣，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显示出一

定的乐观前景。

二、志同道合：致力于现代艺术教育和美育启蒙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之中，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７
日，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

在上 海 举 行，出 席 者 有 蔡 元 培、林 风 眠、王 代 之，
杨铨、高 鲁、周 峻、李 金 发、吕 彦 直、萧 友 梅 等 人。
创办国立 艺 术 大 学 的 实 质 性 意 义 是 真 正 使 美 育

走向了专业 化 之 路，对 此，蔡 元 培 做 了 这 样 具 有

时代性和 历 史 性 的 阐 述：“美 育 为 近 代 教 育 之 骨

干。美育之 实 施，直 以 艺 术 为 教 育，培 养 美 的 创

造及鉴 赏 的 知 识，而 普 及 于 社 会。是 故 东 西 各

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

等之设立，以 养 成 高 深 艺 术 人 才，以 谋 美 育 之 实

施与普及，此 各 国 政 府 提 倡 美 育 之 大 概 情 形 也。
……我国民政府为励行革命教育计，有不可不注

意富 有 革 命 性 之 艺 术 教 育，急 谋 所 以 振 兴 之。
……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教育当务之急，
应在长江流 域 设 一 国 立 艺 术 大 学，以 资 补 救，而

便提倡。此 本 会 向 中 华 民 国 大 学 院 建 议 创 办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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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艺术大学之最大理由也。”［７］１３３

萧友梅继承蔡元培的美育主张，开启了中国

近代第一 所 专 业 音 乐 教 育 学 府 的 大 门。从 萧 友

梅的美育价值观来看，国立音专的办学定位和教

育思想是高瞻远瞩 的———“本 院 为 国 立 音 乐 教 育

机关，目的在 养 成 音 乐 专 门 人 才，一 方 输 入 世 界

音乐，一方从事整理国乐，期趋向于大同，而培植

国民美 与 和 的 神 志 及 其 艺 术。本 院 分 预 科、本

科、专修 科、研 究 科 及 各 项 选 科”［８］２３。这 一 办 学

定位是解决中国音乐教育落后现状的有效之举，
这一举措并不是理想化的，而是基于萧友梅多年

的实践经 历 做 出 的 现 实 性 选 择。这 些 想 法 在 其

之前的某些论文及演讲中也能看得出来，他特别

重视对于青年和儿童的音乐教育，而科目的丰富

性，则是关顾到战乱以及教育现状和参差不齐的

年龄结构问题，恰恰是这种科目的丰富性使得课

程设置较为 科 学 化，同 时，也 恰 恰 是 因 为 人 才 培

养年龄上的包容性，才使得而立之年的贺绿汀能

够走入国立音专。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萧 友 梅 聘 任 刚 刚 从 美 国 留 学

归来的黄自来校任教，此人对贺绿汀的影响不言

而喻。在进入国立音专之前，贺绿汀已经开始守

望着自己虽执迷但却不系统的音乐价值观，正是

在黄自的教导之下，才使贺绿汀能够系统地掌握

真正的新音 乐 核 心 理 念，并 获 得 世 界 音 乐 大 奖。
这不仅验 证 了 贺 绿 汀 在 音 乐 创 作 上 的 才 华 与 努

力，更体现了国立音专先进的教学。从历史价值

上看，他们的成就使中国新音乐思潮翻开了崭新

的一页。不难发现，在近代中国美育历史的画卷

中掺杂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如同萧友梅当年与蔡

元培在北大的作为，年轻的黄自与萧友梅在上海

致力于国立音专的建设，而贺绿汀受教于恩师黄

自，到后 来 接 续 萧 友 梅 成 为 上 海 音 乐 学 院 的 院

长。这里虽存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这必然当中

有更多感人肺腑的过往，年轻的黄自在受聘国立

音乐作曲教学之时，教授１１门课程，均以作曲与

作曲技术理论为主。在贺绿汀翻译那本《和声学

理论与实 用 时》，黄 自 经 常 鼓 励 他 说：“希 望 你 锲

而不舍，译 完 全 书”［９］２。随 着 贺 绿 汀 在 作 曲 技 术

理论上的成熟，他逐渐与黄自参与到左翼电影音

乐的创作中去，黄自经常如是说：“我们要发展自

己的音乐，绝 不 是 抄 袭 外 国 作 品，它 必 须 由 具 有

中华民族 的 血 统 与 灵 魂 而 又 有 西 洋 作 曲 技 术 修

养的作者 创 作 出 来”［１０］１３。黄 自 的 一 生 虽 较 为 短

暂，但是成就 卓 越，他 为 新 中 国 培 养 了 一 代 抒 写

历史的作曲家们。在音乐思潮中，黄自几经受到

诘问，当然 这 都 是 有 关“中 西 问 题”引 发 的，实 际

上，他承袭了蔡元培、萧友梅美育观念和思考，在

教学理 念 和 极 具 民 族 情 怀 的 立 场 上 尤 为 坚 定。
抗战爆发后，贺 绿 汀 与 恩 师 话 别，他 曾 这 样 感 慨

道：“我的 大 部 分 知 识 都 是 得 自 黄 今 吾 先 生 循 循

指教……所以，他 可 称 是 我 最 大 的 恩 师，是 将 来

的路程的指导者。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１０］１０

从这样一条主线来看，如果说蔡元培奠定了国立

音专的“美育”基础，萧友梅是国立音专的“美育”
开拓者，黄 自 则 是“美 育”的 传 导 人，而 贺 绿 汀 是

直接的受益者。贺绿汀在成长的道路上，更不可

缺少一位同盟，也是对他后期致力于国立音专建

设和他个 人 对 于 美 育 教 育 和 专 业 教 育 理 念 成 长

成熟的重要影响者，他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教育

家陶行知。
在国人几经论证“美育”实现的时刻，在人们

刚刚品尝甜美的“美育”果实之际，“美育”在外敌

的侵略下遭受了重创。值得庆幸的是，２０世纪上

半叶，“美育之光”却如星星之火遍及了中国的大

江南北。重庆育才学校是一所难童学校，贺绿汀

应邀积极 投 身 到 音 乐 组 的 教 学 与 建 设 中。在 高

举教育救国的旗帜下，育才学校的培养定位任重

而道远。在革命的岁月中，陶行知的“行知行论”
与毛泽东的“实践论”极度吻合，放眼于国家的未

来，只有儿童能够担负此重任。陶行知认为：“学

校对于孩子品格的形成肩负的义务就是限制、重

塑、劝 导、加 强、丰 富 与 发 展 他 们 的 各 种 本 能，以

便他们能 以 一 种 和 谐 和 上 进 的 方 式 适 应 社 会 环

境，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认识孩子的天性，
必须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必须提供给他们实

际参与的机会。根据其发展阶段，孩子必须被引

导去接触各种各样的社会困境，包括贫病以及经

受磨 难”［１１］２０－２２。在 关 注 儿 童 教 育 的 实 践 中，陶

行知这一 伟 大 的 教 育 家 也 曾 阐 述 自 己 的 美 育 观

点———“生活即教育”。在育才学校的三年 之 中，
贺绿汀初步形成了自己对美育的认识，他在１９４０
年发表了《音 乐 组 的 教 育 方 针 和 方 法》，文 中 说：
“一个艺 术 家 不 单 对 自 己 的 一 门 有 深 切 的 研 究，
对其他艺术科学、哲学以及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都

应有深切的 体 验 与 认 识，否 则 就 是 一 个‘艺 术 匠

人’而不是艺术家。”［１２］６９从这篇文章中已经显现

了贺绿汀 对 于 专 业 音 乐 教 育 之 外 关 于 美 育 层 面

的思考，贺绿 汀 在 这 种 环 境 的 熏 陶 下，自 然 而 然

地建立了人生重要的价值取向，在育才学校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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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可谓是萌发了其后期在新中国各大艺术院校

采纳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体制，培养了相当数

量的在世 界 上 有 名 的 专 业 音 乐 人 才。贺 绿 汀 一

直走 在 抗 战、救 国、创 作、教 学 和 传 播 美 育 的 前

沿，他不仅 仅 是 中 国 近 代 美 育 在 当 代 的 传 承 者，
也是重要的领航人。

三、人民至上：贺绿汀一以贯之的

美育观及其艺术教育实践

　　在贺 绿 汀 的 美 育 思 想 中 始 终 存 在 着 两 个 倾

向，一个是人民至上，一个是为美育而教育。
他的《牧 童 短 笛》，左 翼 时 期 的 电 影 音 乐 作

品，抗战时期的《游击队歌》《嘉陵江上》《保家乡》
《谁敢夺 我 一 寸 土》等 充 分 体 现 了 他 博 大 的 人 民

性倾向和 高 度 的 爱 国 情 怀。他 曾 说：“音 乐 工 作

者必须和人民相结合，必须把自己的创作扎根在

人民生活 的 深 处。因 为 音 乐 本 来 就 是 人 民 的 创

造，音乐工作 者 如 果 脱 离 了 人 民，他 在 创 作 上 就

不可能有什么前途。音乐越有民族特点，就越为

人民所欢迎。”［１３］５１那首耳熟能详的《游击队歌》在

抗战时期被战士们抄写传唱，直到８０年代，贺绿

汀去广西南宁的时候，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英雄握

着贺绿汀的手说：“我参加革命很早，没有读过什

么书，可 是 喜 欢 唱 歌……几 十 年 过 去 了，唱 过 的

歌也不知道 多 少，可 是 只 有 两 首 歌 记 得 最 牢，一

首是《国 际 歌》，还 有 一 首 就 是 贺 老 的《游 击 队

歌》。”［１４］３７一个成熟的音乐家心中有人民，必然在

实践当中真正地关切人民。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教 育 部 在 北 京 召 开 第 一 次 全

国教育会议，会议的宗旨就是要提高人民的文化

水平，而音乐教育必须要与国家战略思想保持一

致。此时身为全国音协副主席的贺绿汀意识到，
当下任务 不 仅 仅 是 对 上 海 音 乐 学 院 专 业 人 才 的

培养，而与国家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是要推进教

育的各项 事 业。于 是 他 将“一 以 贯 之”的 美 育 思

想与国家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认为教育应该承

担着顺应时代的任务，同时也应特别关切审美教

育的时代性。这也是他对先前教育思想的发展，他
早在育才学校时就曾说：“我们不单要培养他们成

为专门人才，而且要成为坚强的工作干部，使他们

在抗战建国的路程中发挥伟大的力量。”［１２］６９

与蔡元培 的 美 育 思 想 和 实 践 有 异 有 同 的 贺

绿汀，在新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中，提出“为美育

而教育”的主张。他在１９４９年说过：“我认为提高

音乐工作干部的水平最为迫切，许多长期在文艺

工作团体中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他们有长期的丰

富的工作经 验，长 期 的 在 群 众 中 的 生 活 体 验，假

如有一个这样的音乐学校，能经常轮流调集他们

做一年或者半年专门的业务学习，那对普及与提

高两方面都可以起很大的作用。”［１２］９５无论从历史

上还是在当下看，贺绿汀充分认识到音乐管理人

才的重要性。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之 初，上 海 音 乐 学

院就设立了培养音乐干部的专修班，这些人员分

别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团体、院校，部队歌舞团，
形成了新 中 国 音 乐 教 育 史 上 第 一 个 具 有 普 及 性

质的人才培养模式。当然，面对极为复杂的历史

遗留问题，他认为，“过去对于这些中国固有的音

乐家和他 们 的 艺 术 内 容 的 改 造 是 有 过 一 些 成 绩

的，但还是不 够 得 很；假 如 我 们 有 计 划 地 加 以 全

面的改造，使之能直接参加新民主社会的文化教

育建设事业，一定是一批很强大的生力军……我

认为抛开 了 他 们 而 去 空 喊 建 设 新 的 中 国 民 族 音

乐，那是不可想象的。”［１２］９５贺绿汀的美育思想中，
始终将专业 性 与 普 及 性 并 举，构 成 互 为 依 托、互

为促动的格局，而且强调“普及性”的意义在某种

程度上要 大 于“专 业 性”，是“专 业 性”的 根 本 所

在。这显然是一种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主张。
贺绿汀在“文 革”之 前 那 段 平 稳 的 弥 足 珍 贵

的时光 中，为 上 海 音 乐 学 院 的 建 设 事 业 殚 精 竭

虑，开始了自 己 的 创 新 之 路。１９５１年，他 致 函 华

东军政委 员 会 文 化 部，“呈 请 准 予 于 本 年 秋 季 恢

复少年班 事”［１２］１０９。１９５４年，他 在 给 中 央 文 化 部

的报告 中 提 到 了 全 国 的 音 乐 教 育 面 临 的 问 题：
“中小学音乐教育匮乏，音乐专业学校几乎没有，
大学音乐教育极为困难，建议中央教育部应初步

建立明确 的 音 乐 教 育 制 度。”［１２］１２８在 新 中 国 初 年

百废待兴的情形之下，贺绿汀首先明确的是教育

的任务应承载着新中国的新使命，音乐教育要尽

快赶上 世 界 发 展 的 脚 步，必 须 在 国 家 大 力 支 持

下，才有可能 遵 循 音 乐 发 展 规 律，进 行 顺 应 时 代

的某种尝试性的改革。实际上，贺绿汀的伟大之

处是让国 际 上 也 甚 为 钦 佩 的“大 中 小 一 条 龙”的

艺术教 育 模 式，这 一 艺 术 人 才 培 养 的 战 略 性 思

路，即便放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也

还具有适用性。这一思想源自１９３９年著名教育

家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１３］１４４，贺绿

汀直接将 他 付 诸 具 体 实 践 并 不 断 完 善。中 央 音

乐学院以 及 地 方 各 大 专 业 院 校 都 采 纳 了 这 一 做

法，不仅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的学

科奠基人，而且也为普及性音乐教育提供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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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扩大了专业受教人才的范围。
贺绿汀 的 音 乐 教 育 思 想 尚 有 其 他 表 现：首

先，是 他 的“三 维 四 段 式”的 音 乐 培 养 模 式，“三

维”即音乐人才应按“音乐艺术人才、音乐教师人

才和音乐 管 理 人 才”三 个 维 度 进 行 培 养；“四 段”
即在培养的 过 程 中 应 该 做 到“目 标 明 确、方 法 得

当、专业 扎 实、综 合 提 升”。这 里，贺 绿 汀 是 专 门

指向专业音乐教育人才方面。其次，贺绿汀认为

实现音乐 教 育 教 学 方 式 的“合 理 转 换”还 应 该 做

到“三个结 合”，即 在 美 育 教 育 与 德 智 教 育、学 校

教育与社会教育、音乐研究与教学实践三个方面

做好“有 机 结 合”，实 现“合 理 转 换”［１５］１３５－１３９。这

一观点，是贺绿汀对美育的重要思考。他把专业

训练、人的认 识、社 会 关 系 和 美 感 体 验 都 化 为 一

个整体，以专 业 训 练 为 剖 面，横 向 上 弥 补 专 业 训

练中人的素质训练的缺位，纵向上把整个社会人

们精神追 求 的 塑 造 指 向 了 德 育 培 养。贺 绿 汀 的

美育思想是明确的，他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中，音 乐 文 化 建 设 是 很 重 要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而中小学音乐教育又是关系到整个后代文化

修养、思想境 界 和 道 德 品 质 的 大 事，决 不 能 可 有

可无，等闲视之。”［１６］２９３再次，强调民族音乐，弘扬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１９５６年，贺绿汀发表了一篇

《民族音乐 问 题》的 文 章，曾 掀 起 了 一 阵 风 波，这

一风波源自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的中国音乐界的

“国粹主 义 思 潮”，这 一 思 潮 是 关 于“中 西 音 乐”
“土洋之争”的，实际上的根源还是中国音乐落后

的问题，故 步 自 封 的 姿 态 无 法 去 体 验 创 新 的 意

义，如居其宏 谈 到 那 段 历 史 时 所 说，国 粹 主 义 们

“没有看到 时 代 发 展 和 音 乐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没

有看到中国传统音乐远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民

众心理的事实，没有看到在时代变革的大洪流中

音乐变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１７］１８。在今天看来，
正是由于那些争鸣，才使得中国新音乐艺术具有

了守正创新的进步动力，如贺绿汀在文章开篇所

说，“百家争鸣的目的是为了求得真理，发现客观

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确定我们应走的道路与工

作的步骤”［１２］１７４。关于新中国的“民族音乐问题”
依然有当年的影子，贺绿汀针砭时弊地指出现代

中国社会不应该再有陈旧思想的固执，在面对发

展问题时，更应该遵循艺术本有的规律。他敬重

中国古代社会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同时也呼唤

面对新的形 势，无 论 中 西 地 吸 收 先 进 的 经 验，他

说：“我们 学 习 西 洋 的 目 的 是 学 习 他 们 在 音 乐 科

学技术上的成就，参考他们的经验与规律来摸索

我们自己的 规 律，建 设 我 们 自 己 的 理 论 体 系，创

造我们自己的现代音乐文化，发扬我们的民族音

乐所特有的民族风格。”［１２］１８１他把在１９５３年上海

音乐学院成立的民族音乐研究室发展到１９５６年

的民族 音 乐 系，为 民 族 音 乐 的 人 才 建 设 奔 走 全

国，也为 搜 集 和 保 存 民 间 音 乐 做 出 了 不 朽 的 贡

献，他本人 也 创 作 了《秀 出 河 山 一 片 春》和《森 吉

德玛》等 大 量 的 民 族 题 材 的 作 品。最 后，贺 绿 汀

特别重视人才的交流。他认为，提升新中国的专

业音乐人才的视野和水平，最有效的方式是能够

增长见识，建 立 博 大 的 胸 怀，历 史 上 留 法 的 萧 友

梅、留美的黄自和陶行知都是在国外接受先进的

理念而回国效力的。到了１９７９年，贺绿汀还在重

提“教育家蔡元培早有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初心，
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多次提到我国的美育先驱们，
缅怀黄自、陶行知，多次提到蔡元培、萧友梅，《在

萧友梅博士逝世４０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和《陶

先生的理想今天实现了》等文章中饱含着贺老的

不忘初心。他经常引用《乐记》谈及艺术之美，也

多次提到毛泽东、鲁迅、杜威和布鲁纳，以及肖邦

的先进理 念 和 优 美 之 作。他 行 走 全 国 和 全 世 界

各地，以战略 性 的 眼 光 吸 收 先 进 的 思 想，怀 有 对

祖国和人民 深 切 之 情，以 上 音 为 实 践 平 台、以 音

协为理论阵地，为新中国的美育建设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贺老年近８０还在笔耕不辍，相继写出了

《怎样建设我国现代音乐文化》《谈谈音乐教育问

题》《关于 我 国 现 代 音 乐 文 化 的 建 设 问 题》以 及

《为了中国的未来》，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９年，进入耄

耋之年的贺绿汀共发表１５５余篇文章，谈及与美

育和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相关文章有５０余篇，从他

后期的相 关 文 章 中 能 够 发 现 贺 老 对 于 社 会 音 乐

教育的深切关注。在对长春、贵阳、昆明、成都和

重庆等几个城市的调研中，贺绿汀看到有些城市

对于小学音乐课程的规划出现了问题，对于缩减

和取消音乐 课 程，他 指 出：“这 不 是 一 个 好 现 象，
因为学生除了有数理化知识以外，还必须具有广

泛的文化知 识 和 艺 术 素 养，否 则，将 会 严 重 影 响

后代的精神文明素质”，他强调“要学校领导重视

中小学音乐 教 育；改 善 音 乐 教 学 的 工 作 条 件；尊

重音 乐 教 师 的 劳 动；关 心 音 乐 教 师 的 专 业 进

修”［１５］２２６。继而，对于提高和发展普通音乐教育，
也曾说道：“中 等 师 范 学 校 是 否 可 以 普 遍 地 开 设

艺术班？我 曾 经 在 一 个 中 学 办 的 艺 术 专 修 科 念

过两年书，兼 学 音 乐 与 绘 画，体 会 到 学 与 不 学 大

不相同……师 范 学 院 也 应 该 设 附 属 音 乐 中 学 和

·４３·



附属小学。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出来的，应该是

音乐教育家、音 乐 理 论 家、音 乐 编 辑 以 及 音 乐 管

理人才。这样水平的毕业生到了中学后，立即可

以开课……可 以 在 工 人 新 村 居 民 集 中 居 住 的 地

段设音乐中 心，或 称 业 余 音 乐 学 校，指 派 专 业 教

师去辅导……青年宫、少年宫都可配备专门的教

师，指导 小 孩 学 习 钢 琴、小 提 琴、木 管、铜 管、民

乐、合唱。每 年 还 可 以 组 织 音 乐 比 赛，得 奖 的 儿

童可以输送到专业的音乐小学学习。”［１６］２３５

新中国的 专 业 音 乐 教 育 离 不 开 贺 绿 汀 的 努

力，在其为音 乐 教 育 事 业 贡 献 的 一 生 中，并 没 有

忘记美育与艺术教育的深刻关联，这是他立足２０
世纪伟大 的 音 乐 教 育 家 的 根 本 和 其 内 心 最 初 的

美好愿景，他的所有举措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起

到了浓墨 重 彩 的 一 笔。如 果 说 蔡 元 培 呼 唤“美

育”重返 人 间，那 么 贺 绿 汀 则 是“美 育”在 人 间 的

缔造者，在共 和 国 的 历 史 上，还 有 一 批 人 奉 献 了

毕生的经历，默默地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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