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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

先驱者
、

开拓者
、

奠基者

—为萧友梅逝世 ��周年而作

苏虞民

今年 �� 月 �� 日
，

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

音乐

教育家
、

作曲家萧友梅先生�����一 �����逝世

��周年
。

身在音乐教育单位的我们
，

很自然地

想起了这位永远值得音乐界缅怀和纪念的
、

我

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
、

开拓者和奠基

者
。

毫无疑问
，

对于这样一位音乐界的已故前

辈
，

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建设的元勋�立大功

者�
，

理应给予足够而又实事求是的肯定
，

给他

以恰如其分的应有的历史地位
。

翻阅 ����年出

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

音乐舞蹈 》卷�以下简

称
“
音乐卷

” �
，

我们觉得对萧先生的评价和肯定

似乎是不够的
，
因而也就未能将其摆在应有的

历史地位上
。

。

综观
“
音乐卷

”
中国近现代音乐部分所有

“ ‘

著名音乐家
”
的条目

，

我们可以看出
，

什么样的

音乐工作者才算
“
著名音乐家

” �什么样的
“
著名

音乐家
”
才能设条目

、

上大百科�设了条 目的每

位音乐家该写 多少字�编委会是有基本标准或

曰原则依据的
，

笔者是局外人
，

不得而知
。

但只

要我们将所有条目横向一比
，

不难发现
，

基本上

�不是全部�是根据每个音乐家的成就和贡献大

小及其历史地位的重要程度来确定的
。

据统计
，

中国近现代音乐部分设条目的
“
著

名音乐家
”
共 ��� 位 �其 中去逝者 ��

，

健在者
·

��
·

���
。

若按字数多少�含照片位置�
，

可分五个档

次
��级的 �位�冼星海�

� ，
�千余字

��级的 �
，

位

�聂耳
、

黄自�
，
�千多字

��级的 �位�贺绿汀
、

吕

骥�
，
�千多字

��级的 �� 位
，
�千一 �千 �百字 �

其余皆在 �百至 �百多字之间
。 “
萧友梅

”
这一

条 目占有 ����字
，

属 �级之内的音乐家
，

排在

已故音乐家沈心工
、

马可
、

刘天华
、

黎锦晖�以字

数多少为序�之后
。

必须说明
，

我们不能机械地
、

形式主义地单纯以释文写多少字排座次
，

来判

断和反映一个音乐家贡献的大小及其历史地位

的高低
，
而主要应看它的具体内容

。

然而
，

依据

上述的小统计
， “
音乐卷

”
中有关近现代音乐家

条目的释文
，

撰写字数的多少
，

确实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或说明了编者们对该人物的评价及其肯

定程度
。

从这一点说
，

我们认为
， “
音乐卷

”
将萧

先生排在那样位置上
，

限撰稿者只能写 �千多

字
，
只给那么一点篇幅�不及冼星海的 �邝 和聂

耳的 ����
，

相比之下
，

似乎苛刻了些
，

是不大合

适的
。

众所周知
，

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才能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

点
、

宗派的观点
、

以
“
我

”
划线的观点

、

个人好恶

的观点
，

在学术研究中都是不可取也是根本要

不得的
。

按我们的理解
，

所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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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

即根据历

史人物的所作所为 �实践�
，

所想所言�著述�
，

一

看其比前人多做了些什么有益于社会的事
，

说

了哪些前人未说过的正确的话 �二看这些事和

话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起了什么样的作

用
�
三看其对今后产生了有多大的什么样的影

响
，

由此而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

用列宁的话

说
�“
判断历史的功绩

，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

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

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

人所共知
，

在音乐事业这个大领域里
，

分多

种既有 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行当�或日小领

域�
，

有搞教育的
、

表演的
、

创作的
、

理论研究的
、

音乐活动的等等
。

一般来说
，
不同行当的音乐

家
，

他们的成就和贡献的大小是难于相互比较

衡量的
�
但有时为了说明某个问题

，

也未尝不

可
。

我们认为
，

如果把萧友梅与冼星海相比
，

他

们是在不同的年代�萧主要是在二三十年代的

�� 年内
，

冼主要是在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

前期近 �� 年内�
，

不同的音乐领域�萧主要是在

音乐教育
、

冼主要是在音乐创作�作出了不同的

贡献
、

起了不同的作用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

还

有一点不同
，

就是生活的道路
�

萧直至 ����年

病逝
，

始终生活在国统区�最后几年在上海租界

里�
，

是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正气凛然的爱国主

义者
�
冼在抗 日战争爆发后

，

辗转到了延安
，
走

上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
。

从中国现

代音乐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
，

从萧

友梅与冼星海在不同时期
、

不同领域作出的成

就
�

、

贡献及其影响来看
，
要说编撰带有专业特

点
，

具有一定学术性的
“
音乐卷方条目释文的话

，

在给篇幅的问题上
，

萧
、

冼应该大体相当
，

若有

区别
，
差距也不该那么悬殊

。

根据萧友梅一生的主要实践活动及其著

述
，

我们认为
，

给萧先生冠以音乐教育家
、

作曲

家
、

音乐理论家
、

音乐活动家①的称号是合适

的
，

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那个社会历史背景上
，

这
“
四家

”
萧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

我们建议
，

如果

要对
“
萧友梅

”
这个条 目写释文的话

，

其规格要

求
，

也应该象有的释文那样
，
列出小标题

，

分生

平事迹
、

教育实践
、

音乐创作
、

理论著述四方面

加以解释
、

介绍的
。

相比而言
，

现在的释文内容

太简略了
，

这与萧先生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

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影响是不太相称

的 �如今虽然不再是错误地加以某种程度的否

定
，

但对萧先生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

估计不足
，

摆放得不尽恰当
�
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萧友梅

，
至

少在客观上给我们这样一个感觉
。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建议多少还是有一

定道理的
，

这里仅就主要作为音乐教育家的萧

友梅
，

概括地梳理一下他的一些主要实践活动

和谈一点我们的看法
。

如前所说
，

萧友梅是现代

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
、

开拓者和奠基者
�
这是

名副其实的� 请看—
����年

，

萧友梅与其同道者们�杨仲子等�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设了音乐体育科
。

经过实践
，

是萧友梅首先感到音
、

体两科性质不

同
，

为适应学生的学习
，
����年由他建议而校

方同意将音
、

体分设
‘，

这是现代音乐教育史上在

高等学校里最早设置的一个以培养中小学音乐

师资为目标的相对独立的音乐科�萧任主任�
，

开我国女子学习西洋音乐风气之先
�是萧友梅

的倡导及他在北京的奔波和同道者们的合作与

努力
，

终于使原在学校课程中并不是非设不可

的
“
乐歌

”
课

，
于 ����年实行新学制时

，

在小学

中改定为必修的音乐课
。

�

在女高师和北大音乐研究会期间
，
萧友梅

担任了和声
、

音乐史等课程的教学 �可以说他是

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向国内较系统地介

绍
、

讲授西洋作曲技术理论的音乐教育家
。

����年
，

萧友梅建议并实现了将社团性质

的课外业余组织北大音乐研究会
，

改组为正规

化的音乐传习所 �②这是我国第一所附设于大

学的规模最大的相当于一个系的专业音

机构
。

也是萧友梅
，
在传习所里

，
创建了篡

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组成
、

由中国人 自己指挥的

�萧自任�小型管弦乐队 �尽管人数甚少�巧 人
，

一说 �� 人�，乐器也不全
，

但在 �� 年代初期
，
能

给师生们介绍海顿
、

莫扎特
、

贝多芬的交响乐
，

实在是破天荒的事
，

难能可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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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萧友梅首次在我国提出要经常举

办国民音乐会的倡议
，

他向报界发表的《关于国

民音乐会的谈话 》 ，

可说是现代音乐史上最早关

于阐述音乐之社会功能的颇有思想价值的论著

之一
。

����年
，

萧友梅又协助林风眠
，

创办了北

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
，

并兼任副校长及

系主任
。

是萧友梅
，

最早将中
、

西乐器科学地进行比

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

乐曲的主张 �在 �� 年代萧先生就提出这一
“
洋

为中用
”
的思想

，

可见他的远见卓识
。

����年 ��月
，

萧友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
，

单路蓝缕
，

克服了种种阻力
，

艰难
、

困顿地在上

海创办了国立音乐院�后改为国立音专�
，

实现

了他自己多年的夙愿
。

这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

第一所独立建制的正规化
、

专业化的高等音乐

教育机构
，

揭开了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史的新篇

章 �在当时社会动荡
、

经费拮据
、

文化衰微尤其

是人们对音乐普遍很不重视的种种情况下
，

竟

能开办并惨淡经营地坚持办下去
，

从建设和发

展现代音乐文化事业这个角度来看
，

不能不说

萧先生劳苦功高
。

在国立音专时期
，

是萧友梅
，

他以教授的身

份
，

从兼教务主任�实际上的主持者�起
，
到代院

长
、

校长
，

直至病逝
，

苦心孤诣
，

孜孜以求
，

兢兢

业业
，

干了整整 �� 年 �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外

有影响的音乐家
，

如今仅仅被列入
“
音乐卷

”
的

就有 �� 位之多
。

萧先生创办的国立音专
，

为我

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建设和发展
，

奠定了基

础
，
成为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摇篮

，

这种说法是

一点也不夸张的
。

请估计一下
，

这一大批音乐人

材 ，在近四五十年里
，

从整体上看
，

他们对我国

现代音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

作出了多少贡献
，

起了多大的作用呵 �然而在这点上
，

即使在
‘
拨

乱反正
”
的八十年代

，

有的人也仍往往轻描淡

写
、

笼统地加以肯定或一笔带过 �有的音乐史著

作则对国立音专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不但一句

也未写
，

而且或明或暗地加以贬抑
�
萧友梅对我

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音乐教育是基础�所作
·
��、

出的贡献及其所产生的隐伏着的不引人注 目和

激动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往往不被有的人所

重视
。

我们说
，

有的著名音乐家是在创作领域作

出了重要贡献
，

其标志是一首一首乐曲�而萧友

梅是在音乐教育领域作出了贡献
，

其标志是在

许多人把音乐看作
“
玩意儿

” 、 “
有伤风化

”
及职

业艺术家并不被尊重的二十年代
，

创办了一个

又一个音乐教育机构
，

从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音乐人才
。

为了具体地强调这一点
，

这里开列了

一个很不完全的名单供大家思考和设想
。

出身

于或曾在国立音专学习过的并能冠以
“
著名

”
二

字的音乐家
，

作曲理论方面的有贺绿汀
、

江定

仙
、

刘雪厂
、

陈田鹤
、

老志诚
、

谭小麟
、

丁善德
、

李

焕之
、

王云阶
、

钱仁康
、

沙梅
、

林声翁
、

向隅
、

桑

桐
、

陈培勋
、

瞿希贤
、

邓尔敬等 �演奏方面的有李

翠贞
、

范继森
、

谭抒真
、

吴乐露
、

李献敏
、

戴粹伦
、

陈又新
、

易开基
、

蒋风之等 �演唱方面的有斯义

桂
、

胡然
、

蔡绍序
、

喻宜营
、

葛朝社
、

周小燕
、

郎毓

秀
、

高芝兰等 �指挥方面的有黄贻钧
、

陈传熙
、

李

德伦以及其他许多音乐家如林路
、

唐荣枚等等
。

这一大批人材
，

近四五十年来
，

大多数是以音乐

教育为主兼创作或表演
，

成为卓有成就的音乐

教育家或演奏�唱�家
。

试想一下
，

要是没有这样

一批人材并依靠他们�又培养出一批批音乐人

材
，·

我国
�

的音乐文化的建设事业将是一种什么

景况呢 �

是萧友梅����� 年起与黄自合作�
，

根据当

时国际通行的专业音乐教育的标准
，

并结合我

国音乐文化的实际情况
，

制定了比较合理
、

比较

科学的办学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措施
，

创立了不

同培养 目标的多种学制和专业设施
，

实行了以

学分制与技术升级考核相结合的教学管理体

制
。

过去常有人指责和批评萧友梅
“
照搬欧美资

产阶级的音乐教育体制
” ，

这是片面的
，

不实事

求是的
。

是萧友梅
，

在办学期间
，

首先发现一部分学

生尤其是女学生
，

入学的目的并不放在音乐事

业上
，

不符合他创业的宗旨
。

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
，

也是萧友梅
，

首创了现在名之曰
“
定向培养

”

的措施
。

即他出了个主意
，

发函各省教育厅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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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保送若干名学生去音专学习
，
毕业后回原省

工作
，

以促进各省教育的发展
。 ④尽管这是一种

受时代局限的无济于事的点滴改革
，

但可见萧

先生为普及和发展音乐教育而培养人材之用心

多么良苦�

是萧友梅于 ����年有卓识地欣然接受了

俄裔作曲家齐尔品的建议
，

具体筹划举办了全

国性的
“
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

”
的征稿活动

。

这

可说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次作曲比赛
，
是

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创举
，

它催产了我国新一

代的作曲家
，

并为他们指引了一条可行的创作

道路
。

这次比赛的成功举办
，

当然首先要归功于

齐尔品
，

但也是与萧友梅的全力支持�他是五人

评委之一�分不开
。

这次比赛
，

体现了作为音乐

教育家和作曲家的萧友梅的教育和创作思想
，

集中说明所谓
“
全盘西化

”
论出自国立音专的观

点
，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是萧友梅
，

根据当时���一�� 年代�学校音

乐教育的实际情况和音乐爱好者们的需要
，

在

繁忙的行政
、

教学工作的同时
，

编写了十多种

�册�不同内容的教材
，

这对当时音乐教育的普

及和提高起了积极售用
。

其中写于 ���� 年的

《普通乐学 》一书
，

是我国音乐家 自己编撰的第

一本适合普通学校音乐教学的内容最丰富
、

最

系统的�从乐理到和声
、

对位
、

曲调
、

曲式
、

乐器

及音乐史等�音乐教科书
。 �

是萧友梅
，

在十多年的音乐教育和教学实

践中
，

探索和积累了至今仍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办学经验
，

诸如重视基础训练
、

严格质量要求
，

打好基本功 �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
，

延聘名师与

时贤去音专任教 �身体力行
’，

既是行政组织者
，

又是教学的实践者
，

注重音乐教材的建设 �既重

视课堂教学
，

也不忽略课外的艺术实践 �既重视

音乐专业课程的教学
，

也注重学生文化知识修

养的提高 �勤俭办学
，

精打细算
，

一个萝 卜一个

坑
，

没有痈肿机构和闲杂人员……等等
。

这些正

是所谓
“
学院派

”
的优点和特点

，

应该给予充分

肯定
。

在萧先生主持下的国立音专的好些办学

经验
，

是值得总结
、

研究并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

你看
，

在萧友梅的教育实践活动中
，

做了多

少件草创件的即他的前辈从未做过的
、

在当时

起了好作用
、

对后世起了大影响的具有历史意

义的事情呵�

总而言之
，

萧友梅不管在二十年代的北京

期间
，
还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期间

，

他一方面担负

着冗杂
、

繁重的行政组织工作�在北京的有一个

时期他身兼三校音乐科系的领导��二方面又担

负着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他先后或同时教过

乐理
、

和声
、

作曲
、

音乐史等��三方面还进行音

乐创作 �四方面又从事理论著述
，
阐述了他的教

育主张
、

音乐思想和学术观点
，

其中不乏真知灼

见
，
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 ‘

纵观中国现代音乐史
，

就上述四个方面主

要是音乐教育方面的贡献
、

作用和影响而言
，

在

五四以后
，

有几位音乐家能与萧先生相比呢�正

如廖辅叔教授在《回忆萧友梅先生 》一文中所说

的那样
�“
同他一辈的人物

，

如李叔同
，

曾经是创

作新歌曲的开山
，
到了五四运动前一年

，

就已经

在虎跑寺做了和尚�王光祈
，

新文化运动以后研

究中国律学和音乐史的专家
，
到了抗 日战争前

一年
，

批已经客死德国波恩
。

他们活动的时间都

不及萧先生那么长
，

社会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

盖棺论定
，

萧先生可真够得上是中国近代音乐

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
。 ”

对这样一位具有丰富实践活动和多方面贡

献的一代音乐教育大家
，

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

先驱者
、

开拓者
、

奠基者
， “
音乐卷

”
只写了他 �

千 �百多字
，

相比起来
，

恐怕是很不合适的
。

以上意见
，

仅供《大百科全书
·

音乐舞蹈 》

卷再版时参考 �也敬希大家尤其是近现代音乐

史的研究专家们提出批评
。

萧友梅先生永垂不朽 �

谨以此文纪念萧先生辞世 �� 周年�

①萧友梅在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同时 ，
还积极参与

各种音乐活动
。
����年

，
他与赵元任等发起组织了

“
乐友社，，

并以该社名义在京多次举办国民音乐会
�����年

，

又与杨仲

子
、

刘天华等发起组织了
“
国乐改进社

” ，
南下后又组织

“
国乐

改进社上海分社
” �����年

，
与周淑安等发起组织

“
乐艺社

” ，



电央音乐学院学报 一九九�年第四期

我国现代著名音乐教育家—吴梦非

刘立新

刘立新 女 ����年生
，

现在上海音乐学院图书

馆资料室工作
。

曾发表《刘半农的音乐建树 》 、 《沈仲章

生平纪略》等文章十余篇
。

吴梦非是我国近
、

现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
、

理论家
，

“
五四

”
新艺术运动的开拓者

。

从 ����年开始
，

他活跃于

中国艺坛
，

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新艺术而奔走呼号
。

����年
，

他与丰子恺
、

刘质平一道创立了中国最早设立

音乐科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上海艺术大学�
，

造就了一大批早期的艺术人材
�他是我国早期艺术团体

“
中华美育会

” 、 “
中华全国艺术协会

”
主要创始人之一 �

主编过《美育 》和《艺术评论���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创作

了为数甚多的歌曲
、

论著
，

仅出版的著作和教材就有十

几种
。

但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音乐家
，

多年来未有研

究文章间世
，
人们对他了解甚少

。

因此
，
用历史的眼光

去追寻他的足迹
，
探索其音乐思想和创作

，

无疑是十分

必要的
。

求学与早期的艺术活动

����年 �月 �日
，
吴梦非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县白

坦乡一个农民的家庭里
。

他自幼参加耕种
，

七岁进私

塾
，

接受了近四年的启蒙和 《四书 》 、 《五经 》传统教育
。

���� 年
，

考入家乡唯一的一所
“
官立高等小学堂

” 。

该学

堂在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教育方针影响下

，
一方面仍

以
“
五经

”
为主课

，
一方面却设立了图画

、

唱歌
、

手工等艺

术学科
。

当时唱歌等学科课时并不多
，
只是主科的点

缀
，

但那些新鲜内容却拨动了他艺术的心弦
，

萌发了对

艺术的浓厚兴趣
，

确立了未来研究艺术
，

投身艺术事业

的目标
。
����年

，
以优异成绩毕业

。

同年
，

考入官费的
“
浙江两级师范学校

”
初级师范科

。

该校成立于光绪三

十三
、

四年间
。

校长经亨颐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
在

他的主持下教师阵容十分坚强
。

当时著名学者沈钧儒
、

沈尹默
、

周树人�鲁迅�
、

马叙伦
、

李叔同
、

夏丐尊等都曾

先后在该校担任教职
。

在学校里
，

吴梦非以勤奋好学著

称
， “
教授图画

、

手工
、

音乐的都是日本人
，
教学方法与小

学相仿
，

只是更为高明
” 。 ①

����年
，
浙江两级师范创办了学制三年的

“
图画手

工专科班
” ，

在初级师范尚未毕业的吴梦非以第一名的

考试成绩被录取
。

全班三十人左右
，
廿年代活跃在音乐

舞台上的朱稣典
、

周玲荪
、

李鸿梁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
。

在这里吴梦非接受了当时国内较高水平的艺术专业教

育 �曾从 日本教师本田和中国姜丹书学习手工
，

从马嘟

����年
“
九

·

一八
”
以后

，
立即发起组织了

“
国立音专抗敌后援

会
” ，

鼓励师生创作抗 日歌曲和进行爱国抗敌的音乐活动
�

����年又参与音专师生组织的
“
音乐艺文社

” ，
并任干事委员

，

组织师生举办
“
鼓舞敌汽后援音乐会

”
等等

。

②����年萧友梅在 《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 》一文

中
，

将其译成竹卜
�

�
�

��������� �� ����。 �� 脉 �℃������������

����������
” ，

即
“
国立北京大学音乐院

” ，
并建议改为此名 �蔡元

培赞同
，
有些人反对

，

最终未能获准
。

·
��

·

③正如 ����年初离开国立音专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唐

荣枚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所说的那样
�“
如果没有上音母校

五年来严格的音乐教育
，

我是不可能在战争年代
，

担当起延安

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教学工作的
。 ” �见 《音乐艺术 》

����年第三期�

④廖辅叔《回忆萧友梅先生》�����年 �月号《人民音乐 》�

�贵任编辑 黄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