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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 （ １ ８ ８４
？

１ ９４０ ） ， 广东香

山县石岐 （ 今 中 山市 ） 人 。 他是 中 国

近代音乐事业最早的开拓者 ， 也是 中

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奠基者 ［
１

１

， 在 ２０ 世

纪 中 国新音乐 史上 ， 他作为先驱者 、

开拓者 、 奠基者的历史地位和 杰 出贡

献无人能及 ［
２

］

。 萧友梅早年 留学 日 、

德 ， 回 国后在北京大学 、 北京女子高

等师范学校 、 国立北京艺术专 门学校

等从事音乐教育 。 １ ９２７ 年他南下上海

和蔡元培一起创办 中 国 第
一

所正规的

专业高等音乐学府
——

国立音乐 院 ，

先后担任教务主任 、 代 院长 、 院长 ，

１ ９ ２９ 年 ９ 月 学校改名 为
“

国立音乐专

科学校
”

后任校长 ， 直至 因病逝世 。

在这期 间 ， 他一直在第
一

线从事音乐

教学 ， 进行与教学相 关的音乐创作 、

音 乐理论研究和音乐教材讲义编著 ；

他勇于任事 ， 满 门 桃李 ， 为 国家培养

了 大量卓有 成就 的早期 杰 出 音 乐 人

才 。 这些都为 中 国近现代音乐 发展奠

定 了坚实的基础 。 中 山市博物馆藏有

一

批与他相关的藏品 ， 见证了他在音

乐上
“

既遂意又艰难 ， 既成功 又历经

挫折坎坷
”
 ［

３
］ 的一生 。

一 出洋游学 钻研音乐

中 山 市博 物 馆 藏有 清宣统二年

（ １ ９ １ ０ ） 清政府颁发给萧友梅的学部执

照 ， 为萧友梅之子萧勤和 中 央音乐学

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捐赠 。 该执

照 的 尺寸为纵 ５９ ． ３ 厘米 ， 横 ５４ ． ３ 厘

米 。 上部有
“

学部执照
”

四 字 ， 正文

为
“

学部为给发执照事 ， 光绪三十 四

年七月 三十 日 本部具奏各学堂毕业请

奖 学 生 执 照 章 程 。 奉 旨 ： 依议 。 钦

此 。 钦遵在案 。 兹据游学 日 本毕业生

萧友梅呈称 ， 恭应游学生毕业考试取

列 中 等 ， 奉 旨赏给文科举人 ， 遵章取

具 印结 ， 呈验毕业文凭 ， 请领部照 ，

前来本部覆核无异 ， 相应填写执照 ，

给发该举人承领收执 ， 须至执照者 。

右照给文科举人萧友梅收执
”

， 颁发时

间为
“

宣统二年三月 廿六 日
”

。 执照的

编号为
“

游字第二百七十八号
”

。

清末科举废除后 ， 清政府对新式

学校毕业生和 留学生进行考核 ， 根据

成绩赐予进士 、 举人的 出 身 。 清光绪

三十二年八月 十五 日 （
１ ９０６ 年 １ ０ 月 ２

日 ） ， 学部 《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

折 （ 附章程 ） 》 提 出 ，

“

此次考验游学

毕业生 即各 国学成试验之意 ， 拟酌照

奏定分科分 门考试 ， 务求详密 。 试毕

酌拟等第带领引 见 ， 恭候钦定 ， 分别

给予进士举人等 出 身 ， 俾人人 皆知其

隆重 。 仍将某科字样加于进士等名 目

之上 ， 以为表识而资奖励 ，

” “

毕业生

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 出 身 ， 考列优

等及 中等者给予举人 出 身
”

，

“

毕业生

准给 出 身者并加某学科字样 ， 习 文科

者准称文科进士 、 文科举人 ， 习法科

者准称法科进士 、 法科举人 ， 医科 、

理 科 、 工科 、 商科 、 农科仿此
”

 ［
４

］

。

萧友梅 留学 日 本所学为文科 ， 因而准

称
“

文科举人
”

。

考 虑 到 毕 业请 奖 的 学生 逐渐增

多 ， 学部担心
“

若无征信之具 ， 深恐

别滋弊端
”

， 清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三十

日 （ １ ９ ０ 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 学 部 《 奏

酌拟各学堂毕业请奖学生执照章程折

（并单 ） 》 提 出 ，

“

拟酌仿成案 ，

一

律发

给执照 。 凡各学堂毕业请奖 ， 得有进

士 、 举人 、 贡生 出 身者 ， 皆 由学部发

给执照
”

。 章程对 留学生也做了 同样的

处理 ，

“

出 洋游学毕业学生 ， 得有进

士 、 举人 出 身者 ，

一律 由学部发给执

照
”

 ［
５

］

。 萧友梅
“

学部执 照
”

正文 中

的
“

光绪三十 四年七月 三十 日 本部具

奏各学堂毕业请奖学生执照章程
”

所

指 的 即为此章程 。 萧友梅也 由此获颁

学部执照 。

１ ９ ０２ 年 ， 萧 友 梅 自 费 赴 日 本 留

学 ， 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 中学习 ，

并在东京音乐学校选修钢琴 、 声乐 。

１ ９０６ 年 进入东京帝 国 大学文科教育

系学 习 ， 继续在东京音乐学校选修唱

歌 、 钢 琴 。 １ ９ ０９ 年 ７ 月 在 东 京 帝 国

大学文科大学教育系毕业 ， 获毕业和

修 了证书 ， 同 月 也结束 了在东京音乐

学校选科的学 习 ， 获
“

唱歌
”

修了证

书 。 在完成学业之后不久 ， 萧友梅 回

国 ，
１ ０ 月 参加 了学部组织的本年度归

国游学毕业生第
一

次考试 ， 获 ６ ５ 分 ，

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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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颁发给萧友梅的
＂

学部执照

萧友梅 （ 左 ） 参加殿试后与唐有恒 （ 中 ） ． 张汝翘 （ 右 ） 在香 山会馆合影

《今乐初集 》 封面 １ ９０ ６年萧友梅 （ 前排右二 ） 在东京与廖仲恺 家合影 （ 前排左
一

为廖梦醒 ｝

属 中 等 【
６

】

。 宣统二年 （ １ ９ １ ０ ） 三月 廿

六 日 获学部颁发
“

文科举人
”

学部执

照 。 中 山市博物馆所藏 即 为此件 ， 它

既是清政府在科举制度废除后 ， 在人

才选拔上釆取适应形势发展的 延续性

措施的见证 ， 也是萧友梅 留学 日 本毕

业后 回 国服务 的历 史见证 。 在 日 本 留

学七年期 间 ， 萧友梅克服种种 困难 ，

坚守音乐梦想 ， 刻苦学 习 ， 为音乐生

涯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 。 当 时一同在 日

本的廖梦醒 （ 廖仲恺之女 〉 后来 曾 回

忆说 ：

“

我还记得萧叔叔 ， 他的琴弹得

好 ， 我最喜欢听他弹琴 。

”

ｍ

在 清 末 和 民 初 短暂 的 从政 经 历

后 ， １ ９ １ ２ 年 萧友 梅选择再 次 到 国 外

学习音 乐 ， 这次的 目 的地是德国 。 他

于 １ ９ １ ３ 年进入德国莱 比锡大学学习 ，

１ ９ １ ６ 年 向莱 比锡大学提交了用德文撰

写 的题为 《 中 国乐 队史至清初止 》 的

博士学位论文 。 该论文是 中 国近代音

乐 史上 中 国 留学生第
一

篇博士论文 ，

也是 中 国古代音乐 史学领域 中最早
一

篇有关乐 队 、 乐器及其演奏的研究文

献 ， 极 具开 创 性 ｗ
。 １ ９ １ ９ 年 １ ０ 月 萧

友梅获得莱 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证

书 ， 不久游历欧美各国 ， 后回 国 。

二 音乐教学及其创作 、 著述

萧 友 梅 多 年 在 日 本 、 德 国 的 留

学经历 ， 以及他对 中 国古代音乐深入

系统的研究 ， 使他对 中 西方音乐文化

都有相对深入全面的认识 。 在 回 国之

初 ， 他就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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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介绍西洋音

乐的发展情况 ， 并对 中 国音乐教育不

发达的原 因进行总结分析 。 西洋音乐

近代 以来迅速发展 ，

一

方面在于
“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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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时时应用 科学的学理来改 良他们

的乐器 ， 扩大乐器所奏声音的范围
”

，

一

方面在于他们用 科学的方法去研究

音乐之所以然 。 而他们能做到这些 ，

主要在于
“

讲究音乐教育
”

。 相 比之

下 ， 中 国音乐之所以长期不发达 ，

“

第

一

， 是 国 立 的 音 乐 教育 机 关或 作 或

辍 ， 不能继续维持 ； 第二 ， 进去教坊

的学徒 ， 多半没有受过教育 ， 而且常

身家不清 白 的 ； 第三 ， 因 为教坊里头

的品类太杂 ， 顽固 的假性理家就利用

这个机会来极力排斥音乐
”

。 他认为 中

国音乐若要进步 ， 必须用 新的方法来

研究 ， 还要
“

赶紧设一个音乐教育机

关
”

【
９ ］

〇

有 鉴 于 此 ， 萧友 梅 回 国 后 ， 没

有从政以谋求高官厚禄 ， 而是投身于

音乐教育事业 ， 到北京大学等学校任

教 。 他期望通过大家共同努力 ， 借鉴

西方音乐 ， 在
“

理论技术两方面均作

有系统的研究
”

， 从而使国乐
“

与 西乐

有并 驾 齐驱之
一

日
”
 ［

１ °
］

。 为 此 ， 他非

常重视理论和技术方面的系统研究 ，

在教学之余 ， 夜以继 日 地进行音乐 的

创 作 和 音 乐理论研究 ， 编 著音 乐 教

材 ， 其 中很多都有开创意义 。

中 山市博物馆藏有萧友梅谱 曲 、

易 韦斋作词的 《今乐初集 》 和 《新歌

初集 》 。 易 韦斋为广东鹤 山 人 ， 工诗

文 、 音律 、 书 画 ， 尤精于篆刻 。 他和

萧友梅是 中 国音乐创作早期 的
一

对合

作者 ， 通过创作 出版歌集 ， 在很大程

度上推动 了 当 时 中 国音乐教育事业的

发展 。 《 今 乐初集 》 是为 中学及 中学

以上学校的唱歌课编写 的教本 ， 中 山

市博物馆所 藏为商务 印 书馆 １ ９２２ 年

１ ０ 月 初版 ， 内刊有萧友梅作 曲 、 易 韦

斋作词歌 曲 ２ ０ 首 ， 并 附易 韦斋手写

的
“

今乐初集歌录
”

。 歌集的封面 、 封

里 、 弁言 、 编辑大意 以及歌谱与歌录

等都 由 易韦斋
“

署绘
”

和
“

手写
”

， 这

在
“

中 国近代 乐谱 出版史上具有足 以

珍存的独特价值
” ［

ｎ
ｌ

。 《新歌初集 》

是萧友梅与易 韦斋合作的第二部歌 曲

合集 ， 同样是为 中学及 中学以上学校

的唱歌课编写的教本 。 两本歌集迈出

了创建本 国音乐教材的重要
一

步 ， 在

当 时 的 中 国音 乐 界 、 教育 界 反 响 热

烈 ， 甚至被评论为
“

空前未有的骇人

的胜举 ， 霹雳
一

声 ， 实在给 中 国 的乐

坛开
一

个新纪元
”
 ［

１ ２
］

。

在 音 乐 理论 方 面 ， 萧友 梅 的 很

多努力也是直接为教学服务 的 。 １ ９ ２０

年 ９ 月 开始萧友梅任北京大学 中 文系

讲师以及音乐研究会导师 ， 讲普通乐

理 、 和声学 、 西洋音乐 史 ， 不久兼任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音

乐理论课教师 ， 讲和声学。 而在当年

６ 月 ， 萧友梅 已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

会发行的 《音乐杂志 》 上开始连载所

撰教材 《普通乐理 》 ， 当年 １ ２ 月 出 版

的 《音乐杂志 》 已开始连载 《和声学

纲要 》
ｔ
ｕ

ｉ

， 中 山市博物馆藏 《音乐杂

志 》 第二卷第八号上即载有萧友梅的

《和声学纲要 》 第十三章 。

从 １ ９２４ 年开始 ， 萧友 梅开 始编

写 《新学制 乐理教科书 》 《唱歌教科

书 》 《风琴教科书 》 《钢琴教科书 》 《小

提琴教科书 》 《和声学 》 《高级 中学适

用 普通乐学 》 等
一

系列推进 中 国近现

代音乐教育史进程的教科书 ［
１ ４

］

。 中 山

市博物馆藏 《新学制 乐理教科书 》

《小提琴教科书 》 《 和声学 》 《高级 中

学适用 普通乐学 》 即为其 中 的
一部

分 。 这些教科书对于 向 中 国传播西方

的音乐理论基础和相关乐器教学具有

开创性和拓荒性 ， 对于 中 国近代音乐

的相关学科建立有着启蒙和奠基的意

义 【
１ ５

】

。

在 《新学制 乐理教科书 》 中 ，

萧友梅指 出 ，

“

在欧美各国 ， 音乐 会

早 已成 了一种艺术的职业 ， 音乐堂的

营业和戏院营业有同等的势力 ， 这就

是西方音乐 发达的一个大原 因 ，

一方

面音乐 院 ， 音乐专 门学校到处 皆是 ，

所以他们的音乐能够容易进步 。 我国

全国不独没有一个正当 的音乐专 门学

校 ， 就是北京大学演奏的音乐会也不

容易常有 ， 无怪乎我国音乐不能发达

了
”＾

。 当 时在北京任教的他深刻地

认识到建立音乐专 门学校对于振兴 民

族音乐 的重要性 。 创建
一

所有规模 、

有水平的专业音乐学院也成为他最大

的愿望和努力奋斗的 目 标 。

三 殚精竭虑 坚持办学

１ ９２７ 年 ８ 月 ， 北 大音 乐 传 习 所

被北洋军阀政府撤销 ， 萧友梅离京南

下 ， 寻求在上海设立音乐院 。 当年 １ ０

月 ， 萧友梅提 出 的在上海筹建国立音

乐 院的议案获国 民政府大学院批准 ，

不久即开始招生 。 １ １ 月 国立音乐院开

学 ， 萧友梅开始踏上
“

遂意 又艰难
”

的办学之路。

中 山市博物馆藏有 《 国立音乐专

科学校校舍落成纪念特刊 》 ， 该特刊

于 １ ９３６ 年 ８ 月 出 版 ， 是国立音乐专科

学校为纪念校舍落成而 出 的特刊 。 特

刊 内容丰富 ， 有校训 、 校徽 、 校歌 ，

有学校创办人蔡元培 、 校长萧友梅 、

其他教职员 以及校舍的照 片 ， 也有校

史 、 本校校舍建筑之经过 ， 以及捐赠

名录 、 建筑费筹募委员会报告 ， 还有

学校的各种法规 、 章程 ， 教职员 、 学

生名录 ， 宛然一本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的宣传手册 ， 为人们 了解音专的历史

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

萧友梅在特刊 的 《本校校舍建筑

之经过 》
一

文 中 回顾了学校创办和校

舍筹备的经过 ：

民 国 十 六年十 月 向 大 学 院蔡院 长

提 出 音 乐 院创 办计 划 时 ，
以 国 民政府

成立 未久 ， 教育 经 费 尚 未有把握 ，
还

谈不 到 校舍建筑 ，
当 时 虽 蒙 大 学 院批

准 筹备 ， 除发给 开 办 费 二 千 六 百 元

外 ，
对于设备 费 与 校址 ，

政府 只 允 于

内 战 结 束后筹划 发给 ， 十 六年 以后 至

二十 四年七 月 本校校舍均 系租 用 法租

界民房 ， 并且 由 十 七 年到 二十年之 间

迁移 了 四 次 。 我们 知道租 用 住 宅 办音

乐 专 门 学校绝对不 适 宜
，
故历 年 向政

府提 出 新预算 ，
均 有要求发给基地及

建筑 费 ，

一 直到 民 国二十 三年始核 准

我们请求的 四 十 万元的 五分之一 （ 即

八万元 ） ， 因 为这 区 区八万元不足建筑

正校舍之用
，
故二十三年度提 出预算

时再请求增加 ，
结 果核准二十 四年度

增拨四 万元 ，
后 因 女宿舍不 能 完 工再

拨发五千元 ， 截至廿五年六 月 共领得

临 时 费
一

＊
＂

Ｉ

■

二万五千元 。

国 立 音 乐 院 （ １ ９ ２ ９ 年 改 组 为 国

立音乐专科学校 ） 开办时没有固定校

舍 ， 全部都靠临时租赁 。 萧友梅在 回

顾 时 ， 校 舍 已筑 ， 因 而 可 以心 平 气

和地客观回顾学校居无定所 、
三年 四

迁的状况 。 但实 际办学的艰难和筹建

过程的心酸复杂 ， 远不是这么简单平

静 。 为 了筹建校舍 ， 萧友梅每年都向

教育部交涉 ， 得到 的都是敷衍 ；
１ 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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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１ ９ ３０ 年 先 后 向 中 比庚款 委 员 会

和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求资助

校舍建设 ， 所得也很有限 。 他还想通

过 筹款 建学 校 ， １ ９ ３ ０ 年 借 助 蔡 元培

的名 望拉社会名 流组成了学校基金委

员会 ， 但应者寥寥 ， 有些名 流甚至觉

得 当 时为音乐募捐是
“

难启齿
”

的事

情 。

一年下来 ， 仅募捐到 １ ０９ ５ ０ 元 ，

这还包括不在委 员之列的 四 川 军 阀杨

森捐 了１ 万元。 此后基金委员 会几乎

没有进项 ， 名存实亡 。

１ ９ ３ ２ 年 ， 萧友梅在 《国立音乐专

科学校五周 年纪念刊 》 的 《本校五周

纪念感言》 中
一

开始就说 ：

“

在这五年

中 ， 同 人 同学虽然很努力奋斗 ， 但至

今还没有
一

个固定的校址 ， 教吾们不

能安心进行 ， 实在是
一

件十分不痛快

的事 。

”

同时他也解释了为何要办音乐

学校 。

一

方面是 中 国 自古号称
“

礼乐

之邦
”

， 《礼记 》 有
“

君子礼乐 不可斯

须去身
”

和
“

移风易俗 ， 莫善于乐
”

的说法 。 音乐于国家和社会而言都有

很 大 作 用 。 但 中 国 历 史上 除 了 教坊

夕 卜 ， 没有办过
一

所音乐专 门学校。 音

乐和其他学科
一起办学的话 ， 又 因为

音乐练 习 吵闹惹人讨厌 。 他在北京办

了 七年音乐科 ，

“

受尽不少不快的刺

激
”

。 因而觉得音乐学校不仅要办 ， 还

要独立办 ［
１ ７

］

。 事情在萧友梅的妹夫王

世杰担任教育部长后 出 现转机 。 在他

的支持下 ，
１ ９ ３ ５ 年 ３ 月 ， 国立音乐专

科学校的校舍终于在上海江湾动工兴

建 ， 当年 ９ 月 落成 。 萧友梅终于有了

梦寐以求的 自 己的根据地 ［
１ ８

］

。

这样安定办学的 日 子仅维持了两

年 。 １ ９ ３ ７ 年 日 本 侵 略 者 轰 炸 上海 ，

位于江湾的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被轰

炸 。 不久上海沦陷 ， 学校被迫搬入租

界 ， 在孤岛 中坚持办学 ， 又开始 了靠

租赁 校舍 办校 的 日 子 。 当 时 国 难 当

头 ， 学校办学经费也经常
一

减再减 。

为 了节省经费 ， 萧友梅甚至兼起 了 图

书管理员 ，

“
一

清早 ， 他先负责办理借

书手续 ， 然后再操办他校长的事
”

，

并且对学校开支卡得很严 ，

一

分钱都

不乱用 。 他
“

上班连黄包车也不坐 ，

更不要说坐汽车了 。 他不抽烟 、 不吃

酒 ， 总是
一

个人跑来跑去 。 他住在乌

鲁木齐路 ， 离学校有二三里路也不算

近 。 但他 宁 愿 自 己跑路 ， 省 下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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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专题 文物天地

个铜 板 ， 为学校 添点 实 际有 用 的 东

西
”

 ［
｜
９

］

。 即便如此 ， 在上海物价飞涨

的情况下 ， 萧友梅在办学和生活上都

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况 ，

“

自 去年 ８ 月 至

本年 １ ０ 月 ， 入不敷 出 ， 每月 达二百余

元 。 长此下去 ， 眼看破产在即 ， 目 前

究能维持多少时间 ， 实毫无把握
”

， 为

此不得不在 １ ９４０ 年 １ ２ 月 １ ９ 日 致函教

育部 ， 请求先酌加办公费 ［
２°

］

。

上海 沦 陷 之 后 ， 萧 友 梅 多 次请

求将学校迁移 内地均未获批准 ， 办学

经费 又常常没有着落 ，

一直苦苦支撑

的萧友梅终于忧劳成疾 ，

一

病不起 。

学校教 员 廖辅叔觉得 ，

“

音专 的 局面

是在风雨飘摇 中稳住了 ， 当事人的苦

心孤诣不是身历其境是难 以想象的 。

长 年 累 月 应 付这样 的 内 忧外患 的 局

面 ， 即便是一个健康 的人也会心力交

痒的 ， 何况萧友梅本来就是病弱 的 身

体
”

 ［
２ １

１

。 据学校教务主任陈洪 回忆 ，

１ ９ ３ ９ 年 底 迁 校于爱 文义路后 ， 萧友

梅 的健康 越来越差 ，

“

好像整 年在感

冒 中 ， 嘴唇失去 了红润 ， 假 门牙在黑

胡子下显得更 白 ， 脸上的神色也更僬

悴 ， 肺结核在酝酿 中爆发 ， 潜伏 已久

的 营养不 良 ， 导致 了 他 １ ９４０ 年 的死

亡
” ［

２ ２
】

。
１ ９４０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 萧友梅

在贫 困与病痛 中与世长辞 。

１ ９４ １ 年 １ 月 １ １ 日 《新华 日 报 》

刊登了 《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在沪病

逝 》 的简讯 ：

“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

萧友梅 ， 近在沪病逝 ， 萧氏早岁 受知

国 父 ， 加入 同盟会 ， 三十年来 ， 教授

音乐 ， 诲人不倦 ， 抗战军兴 ， 国立音

专 ， 毁于炮火 ， 奉教部命在沪继续兴

办 ， 虽环境艰苦 ， 萧 氏迄未稍息 ， 近

以敌伪在沪横行 ， 环境 日 恶 ， 忧劳成

疾 ， 终致不起 。 萧 氏 身后萧条 ， 几无

以为葬 。

”

 ［
２ ３

］ 萧友梅逝世后 ， 由 于没

留下多少财产 ， 家人为 了维持生活 ，

不得不变卖家里有 限的 财物 。 其子萧

勤 曾 回忆说 ：

“

父亲过世时 ， 家里非常

穷困 ， 母亲不得不卖家具 以维生 。 父

亲的著作 ， 许多珍贵的书籍也都论斤

卖给收破烂的 。

”

 ［
２４

１ 几年后 ， 萧友梅

的夫人也 因病逝世 ， 留下
一

双年幼的

儿女 。

萧友梅身后萧条 ， 遗物大部分都

非常可惜地散失 了 。 值得庆幸的是 ，

有小部分在辗转 中保 留 了下来 。 中 山

市博物馆收藏有萧友梅使用过的 １ 个

书 柜 、 ２ 个 书 箱 ， 为 ２０ １ ０ 年 上 海 音

乐学院捐赠 。 书柜为木镶玻璃书柜 ，

长 ８ ８
、 宽 ３ ０ ． ５

、 高 １ ２９ 厘 米 ， 部 分

木板残损 ， 上层缺一提纽 。 书箱为普

通 的 木箱 ， 每个长 ６ １
、 宽 ２９

、 高 ３ １

厘米 。 其 中
一个木书箱小部分残损 ，

盖板上有
“

５ ２ 萧友梅存书 （ 十 ） （ 廿

一

）

”“

８ ３ ７

”“

４ ３

”“

十 四
”

等 多 处字

迹 ； 另
一个木书箱缺失盖板 。

这些书柜 、 书箱能够保 留 下来 ，

其 中经过既 曲折又温情 。 萧友梅逝世

后 ， 有一批 图 书资料以及 ２ 个木镶玻

璃书柜和 １ ０ 多个装书用 的小木箱非常

幸运地经吴 伯超 （ １ ９４３ 年 至 １ ９４９ 年

任国立音乐 院院长 ） 之手 ， 保存到 了

南京的国立音乐院 图 书馆 。 中 华人民

萧友梅使用过的木书箱



２ ０ ２ ２ ． ４ ４３

共和 国成立后 ， 这批 图书 资料连同书

柜 、 书箱从南京搬到 天津 ， 再从天津

搬到北京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由 萧淑娴

（音乐家 、 萧友梅侄女 ） 出面 ， 以萧友

梅子女的名义将其捐赠给 中央音乐学

院 图书馆 。 为表示感谢 ， 院长赵讽回

赠一架钢琴给正在北京师范学院学习

音乐的萧雪真 （萧友梅之女 ） 。 后来 ，

中央音乐学院先后将书和书柜、 书箱

转赠给 了 上海音乐学院 图 书馆 ［
２５

１

。

２０ １ ０ 年上海音乐学院又将其中 的 １ 个

书柜、
２ 个书箱捐给了萧友梅家乡 的

中 山市博物馆。 萧友梅爱书如命 ， 经

常卷不离手 ， 身后
“

除书籍外 ， 别无

积存
” ［

２６ ｉ

。 这些普普通通的书柜和书

箱是萧友梅在上海办学期 间使用 的 ，

伴随了他呕心沥血坚持办学的岁 月 ，

在他萧条的身后还得以保存下来 ， 显

得弥足珍贵。 而
一

代代的传承 ， 也体

现了后人对萧友梅的业绩和历史贡献

的肯定以及对他遗物的珍视。

四 结语

萧友梅逝世后 ， 廖辅叔为其所写

挽词 中 的
“

辛勤卅载 ， 披荆只手 ， 乘

风万里 。 满路豺狼 ， 满天霜雪 ， 满 门

桃李
”

， 高度概括了萧友梅的
一生 。

萧友梅早年追随孙 中 山革命 ， 深受孙

中 山振兴 中华爱 国思想的影响 ， 后与

蔡元培相识相知 ， 也深受蔡元培
“

兼

容并包
”

教育思想的影响 ［
２ ７

］

。 包含萧

友梅在 内 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探寻近代

中 国落后的原 因时 ， 深刻地认识到教

育和科学是其 中 的 关键性 因 素

萧友梅认为
“

音 乐 乃人群必需之 艺

术
”
 ［

２ ９ 】

， 而 自 己
“

生性是趋于实做
一

方面的
”
 ［

３°
］

， 因 此 ， 他 以振兴 中华 民

族的音乐文化为 己任 ， 毅然踏上了 中

国现代音乐教育的披荆之路 ， 并经过

坚持不懈的努力 ， 把国立音专办成了
“

具有相 当规模与 国 际水准的 中 国最

高音乐学府
”

， 自 己也成为近现代音乐

教育的宗师 ［
３ １

１

。

中 山市博物馆收藏的相关文物资

料 ， 真实反映了萧友梅 留学海外 ， 以

及在国 内拓荒性地进行音乐创作 、 理

论研究和教材编写 ， 在困境中坚持办

学 ， 呕心泣血惨淡经营 ， 为 中 国现代

音乐教育发展鞠躬尽痒 、 死而后 已的

人生历程 。 萧友梅的
一生 ， 诚如其临

终所言 ，

“

无愧于人间
”

气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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