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友 梅 先 生 传 略

序 辅 叔

味
生名友梅

，
字思鹤

，
又字雪朋�据他

在德文证书上正式姓名 的拼音
，
雪朋 写作

������
，
当是出于对波兰作曲家 肖邦的仰

慕
。

可见是在他留学日本
，‘

有了相当的欧洲

音乐知识之后才会这样取名的
。

肖邦痛心波

兰的亡国
，
终老巴黎

，
不甘心屈居于沙皇俄

国的暴政之下
，
这与当时青年学生不满意清

廷的专制统治
，
感情上 是相通的

。

�他生 于

一八八四年一月七 日
，
原籍广东 省香 山县

�今中山县 �
。

童年跟随父亲寓居澳门
，
读

书是进的私塾
，
澳门颇有名气的灌根草堂介

查师鱼笠圣褒
，
是一位严肃的读书人

。

他旧

学之所以有相当的根底
，
无疑是应归功于这

一段时间的学习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决定他

终身事业的最初的音乐经历却是来自他家隔

壁的一个夔鲤哩呸
。

这个牧师家中有一台

风琴
，

引起了这个儿童对西洋音乐的兴趣
。

他自己后来说
，
他听了风琴演奏之后

， “
羡

慕不已
，
然未有机会学习也

” 。 ①

夯八九八年
，
广州第一所洋学堂时敏学

堂开始招生
，
他即返广州报名入学

。

时敏学

堂的课 目有国文
、

历史
、

地理
、

格致
、

算学
、

图画
、

唱歌
、

体操等等
，

却没有做官捷径的
“ 八股制艺” 、， 如果联系到当时北京京师大

学堂的课堂设卑依然是诗
、

书
、

礼
、

易四堂

及春秋二堂
，

并没有摆脱旧式书院的格局
，

那么
，
时敏

洋学堂了
。 ’

学煞真
②�州冼

应该算是走在时代前头的

�一年时敏学堂第一届毕

业生十人在堂长 �校长 �邓家仁率领之下远

留学
，
萧友梅可能也是这批留学生之

友梅留日期间
，
先是在东京音乐学校

唱歌科毕业
，
后又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

育系
，
并在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钢琴乡他是自费

留学生
，

家庭经济并不宽裕
，
因此他经常担

任留学生翻译工作
，
借以获得一些生活费甩

的补助
。

原来当时的
“
清国

”
留学生有许多

是不懂 日语的
，
上课的时候需要有人跟班像

译
，

这也可 以算是中国留学史上的轶闻吧
。

一九�九年他在帝国大学毕业
，

随应清

政府在东京举行的留学生毕业考试 “ 中式 ”

文科举人动在此之前 �一九�六年 �
，

他已

经由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
。

由于他那音乐
�

学生的身份
，
政治色彩比较淡薄

，
不会引起

警探的注意
。

他的住处因此成为孙中山
、

廖

仲恺
、

胡汉民等人集会的地方
。

后来孙中山

的革命活动越来越积极
，
影 响也越 来越 广

‘

泛
，
清政府于是下令通辑

“
孙文

” ，
派出密

探在东京侦查孙中山的行动
，
并通过 日本政

府协力查拿
。

孙中山这时真是步步荆棘
，
最

后是躲藏在萧友梅的卧室
，
饮食生活全由萧

�

友梅包下来
，

同时由萧担任与外间革命活动

的联系
。

这样过了一个月才转移 到安全地

点
。

萧先生这种为革命甘担风险的精神
，
极

受孙中山的赞赏
。

卜九
一。 年萧友梅学成返国 ，

任北京学

�

分潇
�赴一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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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祷

部 �教育部 �视学
，

取得了掩护革命的合法

身份�一年之后就爆发了敲响大清帝国丧钟

的武昌起义
。

�一九一二年孙中
���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
，

萧友梅做了总统府秘书
。

孙中

山辞职之后
，

萧回广东任广东省教育司 �教

育所 �学校科科长公当时的司长是锤荣光
。

比较新的措施有提倡男女同学
、

体育
、

军国

民教育等等
。 �

是年十月
，

萧友梅得到教育总

长蔡元培发出的官费留学的通知
，

再一次出

国留学
，
而且是去德国

。

�
日本音乐教育是 以德国为蓝本的

。

萧友

梅本不以留学 日本为满足
，

这次他决定去德

国留学
，
才算是达到了探本溯源的目的

。

�既
然他是以音乐为主科

，
目的也就选定了莱比

锡
，

因为莱比锡有门德尔松创办
、

舒曼夫妇

任教的音乐学院和布帛馆音乐会
。

他在莱比

锡也象在东京一样
，
同时兼读两个学校

�

莱

古典音乐
。

他根据白居 易 的 《 霓裳 羽 衣 舞

歌 》 的描写探索霓裳羽衣舞的结构写成一首

器乐曲 《 新霓裳羽衣舞 》 即由这个乐队首次

演叫
�‘ 九二�年北洋政府接受 章太 炎的建

令�气

比锡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
当时在两” 任

教的有当时德国的乐坛 泰斗 里 曼
、

谢林 等
等

。

件九一六年春
，
莱比锡音乐学院课程修

毕
。

随向莱比锡大学提出博士论文 《 中国古

代乐器考 》 。

�七月
，

大学通过授予哲学博士

学位
、

主持 口试的是里曼
。

娜时第一次世界

大战正在激烈进行
，

交通阻断
。

他既不能返

国
，
于是再到柏林大学听课

，
课 目真是包罗

万象
，
计有哲学

、

教育学
、

伦理学
、

儿童心

理学
、

音乐美学
，
并参加音乐学课堂讨论

。

但他还不满足
，

再进柏林施特恩音乐学院⑨

研究作曲
、

配器
、

指挥及古谱读法
。

一九二�

年才终于登上返国的航程
。

�

�返国之初
，

他侧匕

够
育部编审员

，
兼

任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实验 小 学 主任
。

一 九

二一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 他 为 北 京

大学讲师
。

他的主要工作是扩大原有的音乐

研丸近的规模
，
改为音乐传习所

，
主讲和声

学及音乐史
，
同时组织 管弦 乐 队

，

自任指

挥
，
面向社会

。

中国第一次有了中国人 自己

组织的粗具规模的管弦乐队
，

介绍了西洋的

议
，

采用古歌 《 卿云歌 》 作为国歌歌词
，
征

求曲谱
。

评选结果
，

萧氏的作品获得国务院

的通过定为正式的国歌自在此两三年间
，
为

了适应教学的需
一

要
，
他陆续写了不少配有钢

琴 伴奏 的 歌 曲
，
编 集成 书的有 《 今乐 初

集 》 及 《 新歌初集 》 两种
，

在商务印书馆出

版
，

是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歌曲的先河匀
�在他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担任北京大

学讲师的同时
，
他还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

学校及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科主任
。

一九二六

年起又兼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

任辛能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原先是音乐与体

育合为一科的
，
经他提议

，

音乐与体育才分

为两种
，
音乐教育从此才比较 带有专业 性

质
。

�先是一力
‘

二�年年底他已经向北京教育

部提出创办独立的音乐学院的建议
，
可是他

虽然一次又一 次提出建校计划
，

却始终未被

采纳
。

置到一九二七年
，

由于得到那位主张

“ 以美育代宗教
”
的蔡元培先生的支持

，
才

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

一九二七年

十一月
，

中国第一个音乐院在上海诞生了声
卜 音乐院成立之初

，
由蔡先生兼任院长

，

箫先生是教授兼教务主任
，

事实上一切行政

事务也由他承担起来岁他要用每月区区三千

元 �一年后加为五千元 �的经费办尽可能多

的事情
。

经过他苦心经营
，
学校总算站稳了

脚跟
。

先是音乐院成立不久
，

蔡元培即任萧

为代理院长
，
明年暑假正式聘任

，
但他谦让

不就
。

一九二九年六月
，

忽然发生了一次风

潮
。

起因是学校宣布
，
学生暑假留校住宿一

律要交八元宿杂费
，

引起了家在外地
， �

暑假

主要住校的学生的反对
，
于是学生会决定罢

课
。

本来这样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

不幸的

是有人希望风潮闹大
，
闹到学生跑到南京去

一 �� 一



请愿
，
以便趁机把萧友梅赶下台

，
结果弄到

萧友梅辞职
，
音乐院停办

。

恰巧是年八月南

京教育部公布 《 专科学校组织法 》 ，
依照这

个组织法的规定
，
上海音乐院和杭州艺术院

都要改为专科学校
。
这样一来

，
原音乐院的

学生要凭音乐专科学校所发的开学通知书才

可以来校注册
。

没有收到通知书的
“
闹事

”

学生就等于被开除了学籍
。

萧友梅受聘为音

乐专科学校的校长
。

改组后的音乐专科学校比大学降低了一

级
，
与 《 专科学校组织法 》 所 列 举 的为 陶

业
、

制革
、
会计

、

保险
、

税务等等专业一样

只是单纯传授一般技术的专科学校
。

当时杭

州与上海的音乐院都坚持艺术是一门需要刻

苦钻研的学间
，
决不同于传授一般技术的学

校
，
要求改称学院

，
但是没有成功

。

这时黄

自己经自美国学成归来
，
萧氏当即聘他为教

务主任
。

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
，
教学水平迅

速提高
。

学生除了在校内经常举行汇报性演

出之外
，
还定期假座公共礼堂举 行 比较大

型的音乐会
，
受到社会 的好评

。

具 有 典 型

意义的是查哈罗夫在一次校 庆宴会上 的 发

言
。

查哈罗夫原任彼得格勒音乐学院钢琴教

授
，
后来同他的夫人

、

小提琴家汉森出国演

奏
。

在上海开过音乐会之后
，
汉森继续她的

演奏旅行
，
他却留住上海

，
并受聘为音专高

级钢琴教授
。

他在那次宴会上说
，
当萧先生

找他来校任教的时候
，
他曾不客气地说

，
中

国音乐学生好比刚刚出生的小孩
，
用得着他

去教他们吗 �可是上课不久
，
他就发现自己

的估计错了
。

他断言
� ，’�户国学生很 有才

能
，
这样的学生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

。

我愉

快地承认我当初估计的错误
” 。

为了扩大影响
，
并为全校师生提供发表

创作和研究心得的园地
，
萧先生与商务印业

馆订约刊行 《 乐艺 》 季刊
��

音专丛书也在商

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

“
九

·

一八 ”
事变消息传来

，
音专师生

群情愤激
，
萧友梅支持学生走出校门

，
进行

募捐宣传
，
出版抗日的歌曲专刊

，
举行鼓舞

敌汽的音乐会
，
他本人也谱写了抗日歌曲

。

针对当时国内音乐师资缺乏的情况
，
音

专特别设立师范科
。

事实上许多学生没有等

到毕业就己经在外面担任教师
。

由于中国社

会发展的不平衡
，
大城市与内地生活条件的

差别是很大的
。

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愿意

到内地工作
。

他因此通过教育部发函到各省

教育所
，

要他们保送学生若 干人 来音专上

学
，
毕业后仍回原地方工作

，
以便发展边远

地区的音乐教育
。

这在旧中国来说可以说是

一个创举
。

他的办学方针
，
遵循蔡元培的

“
仿世界

大学通例
，
循思想自由原则

，
取兼容并包主

义
” 。 ④ 但是总的来说

，
他的思想还是倾向

保守的
。

他所要求的是艺术上相对 的 独 立

性
。 “

九
·

一八
” 以后

，
蒋 介石 借 口 “

国

难
” ，

派遣军训教官进入各大学
，
以便加强

对学校的法西斯统治
。

萧友梅面对这一反动

措施
，
曾经进行过微弱的抵抗

，
请求南京教

育部调走军训教官
，
企 图保持音专的

“
清

净
” 。

但是这样的请求并没有结果
，
只是说

明他是太过书生气而 已
。

音专的课程主要是西洋音乐
，
民族音乐

只有琵琶
、

笙
、

笛
、

二胡等等
。

但是萧友梅

的本意并不是全盘西化
，
他反对的是民族音

乐的因循守旧
。

他刚从德国回来
，
即参加国

乐改进社的工作
。

他评论音乐作品的时候
，

常说的一句话是看它是否
“
适合于中国人的

耳朵
” 。

这句话曾经引起音专当时一些洋教

师的反感
。

他们强调音乐是国际语言
，
何必

管它适合不适合于中国人的耳朵
。

但是他始

终坚持他的主张
，
他要求中国人的音乐作品

必须有中国风味
，
他非常赞赏丁西林和赵元

任的笛子改革
。

至于他 心 目中的所 谓
“
国

乐
” ，

主要之点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

他

认为构成音乐的因素有三
，
第一是内容

，

第

二是形式
，
第三是演出

。

音乐训练的 目的是

使学生懂得如何将其精神
、

思想与情绪通过

冬 七



沙表

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
，

而且要从传统的及民

间的音乐收集材料
，
作为创作的基础 ⑥ 。

他还

曾向南京政府提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乐器

制造工业
。

结果又好比泥牛入海
，
毫无消息

。

一九三六年日本乐队指挥近卫秀膺 �当

时日本侵华首相近卫文磨的弟弟 �来上海指

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
，
并来音专

访问
。

为了表示 “ 亲善
” ，

他说回国之后
，

要

赠送一架钢琴给音专
。

过了不久
，
日本驻上

海领事馆来信通知音专
，

说近卫秀鹰的钢琴

已经运到上海
，

请音专派人商谈交接事宜
。

萧友梅的答复却是拒绝接受
。

从音乐院到音乐专科学校不到五年的时

间差不多年年要搬一次家
。

自己没有校舍
，

南京政府答应的建筑费一直拖延不发
。

萧友

梅没有办法
，
只好向社会募捐

，
东求西讨

，

只弄到一万元多一点
，

直到一九三四年南京

政府才批准了五万元建筑费
，
而且是分十个

月发给的
，
但是总算有了着落了

，
于是在江湾

买了地皮
，
造起了自己的校舍

。

但是历年之

后
，

八
·

一三上海抗战开始
，
江湾新校舍即

陷入炮火之中
，
于是又搬到 法租 界继 续 上

课
。

十一月
，
上海沦为孤岛

。

萧友梅曾于一

九三八年夏天亲去武汉国民党政府临时所在

地
，

要求音专内迁
，

结果是空跑一趟
，
他只

好返回上海
。

一九四�年汪精卫叛国投敌
，

在南京组织伪政府之后
，

上 海环 境 更 加 险

恶
，
汪精卫妄想拉他下水

。

他虽 然贫病交

迫
，

始终不受汗奸的勾引
，

维护着那风雨飘

摇的音专
，
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

一九四�年深秋
，

他忽患感冒
，
体温时

高时低
，
身体非常衰弱

，

不得不住进医院
。

医院是属于低廉的那一级
，

他的住房又属于

医院中低廉的一级
。

只要有人来看他
，
他就

絮絮叨叨地询问学校的事情
。

死前两天他还

担心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会吹进冷风
，
影响

学生的弹琴
，
吩咐探病的人回去用硬纸条把

门缝塞紧
，

堵住冷风
。

据萧师母说
，
这是他

最后的遗言
，
到了第二天深夜

，
他的病情突

然恶化
，
延至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凌

晨
，
这位辛勤创业的音乐教育家在熹微的阳

光中停止了心脏的跳动
。

他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之外
，

还

有 《 普通乐学 》 、 《 和声学 》 、 《 曲体学 》

及唱歌
、

钢琴
、

风琴
、

小提琴教科书
。

单篇

印行的则有合唱 曲 《 春 江 花 月 夜 》 、

歌 曲

《 杨花 》 、

大提琴曲 《 秋思 》 等
。

注 ①自书履历手稿 。

②慕容业 � 《 羊城话旧
·

最早的学堂一

时敏学堂 》 ，
稿存 广 东 省 文 史馆

，

待刊
。

③施特恩音乐学院 ，

一八五�年施特恩

与库列克及马尔克 斯 联 合 创办
。

初名 “ 歌

唱
、

钢琴
、

作曲音乐学校 ” 。
一八五二年改

名音乐院
。

一八五七年以后施特恩单独领导

该校
，
改名为

“
施特恩音乐学院

” 。

它是柏

林保存到今天的第一所音乐学院
。

一九三六

年改名 “ 首都音乐院
” ，

一九四五年起称为
“ 柏林市立音乐院

” 。

④ 《 蔡 元 培 选 集 》 ���页
，

中华 书局

一九五九年版
。

⑤鸿倪 � 《 萧友梅先生五年祭 》 ， 《 文

章 》 杂志创刊号
，
一九 四 六年 一 月 出版

。

尹四曰丝
，
妞

，
四曰七夕妞飞澎乞矛七斗仑洲四四四七尹四曰仑‘ ，” 飞驴妞，

毕
，乞梦毕飞‘ 性户

，
幼

，

留毕
，
妙吃澎。 臼�

幼飞，
，么

�上接第�� 页 �

的到来
，

文化建设高潮的兴起势所必然
。

我院将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修订教学计划
，
加强教材

建设
，
改革教学方法

，

健全教学制度
。

尽快培养出我国新的
、

具有世界水平的音乐人材和一

大批杰出的音乐工作者
，

这是时代的要求
，
人民的要求

，
更是我们音乐院校的责任

。

我们学

校已经走过了近五十三年的历程
，
光辉的前景在前头

，
我们要同心同德地向着既定目标奋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