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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萧友梅先生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其在教学实践中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如弘扬传统

音乐、学习西方音乐、重视师资建设和教材编写等，不但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今天也有着

广泛的启示。鉴于此，本文简要介绍了萧友梅的音乐活动经历，对其音乐教育主张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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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友梅及其音乐活动概述

萧友梅( 1884—1940) ，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和开

拓者、音乐理论家、作曲家。1912 年考入莱比锡音乐学院，系

统学习了配器、作曲、指挥等西方音乐理论。归国后大力推

广和普及音乐教育，曾在北大音乐传习所担任负责人和乐队

指挥。1927 年，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萧友梅着手创立国

立音乐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

学院宣告成立，也就是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自担任校长之

后，其按照自己的理念全力推动学校的发展，不但制订了详

细的教学规划，而且还广泛邀请名师名家来学校任教，并亲

自编写教材。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培养出了冼星海、贺绿

汀、江定仙、李焕之等一大批杰出的音乐人才，使国立音乐学

院成为了当时在中国乃至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音乐学府。

而且除了投身于音乐教育之外，萧友梅还十分重视音乐创作

和音乐理论研究，先后创作了《秋思》、《哀悼引》、《新霓裳羽

衣舞》等 100 多首作品，并出版了《和声学》、《普通乐学》、

《中西音乐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专著。其为

近代中国音乐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经历，是当之无愧的

近代音乐教育领军者。

二、萧友梅音乐教育理念分析

1． 弘扬传统音乐

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肯定和继承，是萧友梅整个音乐教育

思想体系的基础，其曾在多种场合，以多种形式系统阐述了

传统音乐的价值和意义，并号召全体国人予以继承和发扬。

具体到教学实践中，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开始理

论课程，在国立音乐学院成立之初，萧友梅就开设了《国乐概

论》等课程，并亲自编写了《旧乐沿革》等教材，系统阐述了

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其次是教授民族乐器，除了理论学习

之外，萧友梅还要求学生每人都要学习一门民族乐器，无论

是选修还是必修都有着较为严格的考核。再次是聘请名家

名师，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传统音乐，萧友梅先后邀请了

王露、刘天华、朱英等名家来校担任教师，给学生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学习机会。可以看出，萧友梅对传统音乐的态度是十

分明确的，那就是继承和弘扬传统音乐，使之成为中国音乐

发展的根基。他的主张和一系列实践活动，都在当时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为传统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倡导音乐救国

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一步步沦为半殖民

地和半封建社会，古老的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每一个有着民族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为此痛心不已，并积极探

寻富国强兵的方式和途径。作为音乐家的萧友梅来说，早在

日本留学时期，就将教育救国视为是自己的崇高理想，并先

后谱写了《问》、《国土》、《中华好》等爱国歌曲。归国后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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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乐传习所担任负责人时，他也多次向学生强调，要通过

对音乐的学习发展个性、培育情操、净化心灵，通过个人民族

意识和素质的提升来富国安邦。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之

后，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而萧友梅音乐救国

的思想也迅速进行了调整。首先，他大力呼吁音乐工作者要

尽力创作爱国歌曲，以激励军民士气，并身体力行，创作出了

《何日醒》、《国耻》、《从军歌》等。其次，他亲自率领在校师

生前往军营演出，并为抗日志士募捐。在当时水深火热的时

代，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萧友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展示出了一个中国音乐家所特有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

3． 积极学习西方

海外的求学经历，使萧友梅对西方音乐教育有了深刻的

认识。归国后，他系统提出了学习西方来推动中国音乐教育

发展的主张。首先是建立专业音乐学院。萧友梅认为，在一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理应有一所或多所专业音乐学

院，并成为全国音乐发展在创作、教育、演出方面的基地。对

此他排除种种困难，在当时各种支持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创

立了国立音乐学院，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都是

难以估量的。其次是学习西方的教学体系。多年的国外音

乐学院留学经历，使萧友梅对整个教学体系了如指掌，而且

他还系统考察了法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的高等音乐教育，

并以此为参照，详细制订了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科设置、教学

规划等整个教学体系，使国立音乐学院的教学迅速走上了正

轨。现在回头来看，半个多世纪之前，萧友梅和他的同事们，

通过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率先建立起了中国的专业高等音

乐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音乐人才，为当时和后世

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 重视师资建设

在德国和日本留学期间，萧友梅曾得到了当时很多名师

的关照，并获益匪浅。所以在其音乐教育生涯中，一直都十

分重视师资建设。在他看来，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引领

者，没有优秀的教师，即便是学生基础再好，各种教学设施再

完善也是枉然。在执掌国立音乐学院时期，他先是不顾办学

经费之紧张，广泛邀请全国的名家名师来校任教，一时间中

国有名望的音乐家都云集在学校。这些名师的到来，极大激

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几乎每一个学生都得到了有针对性

的巨大提升。而且在邀请国内名家的同时，萧友梅还眼光外

放，主动邀请前苏联的钢琴家、歌唱家来校任教。如查哈罗

夫、佘甫磋夫、苏石林等，这些外籍教师的到来，一方面带来

了国外音乐教育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另一方面则是扩宽了学

校的发展空间，在这几位教师的帮助下，如斯义桂、沈湘等中

国学子也得到了海外留学的机会，这些留学生学成归来后，

又都起到了相应的带动作用，由此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

路。后来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名师辈出，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因

于萧友梅在学院创作之初对师资建设的重视。

5． 积极编写教材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中国只有寥寥几本外国的音乐

教科书，所选用的也都是西方或日本曲目。针对这一情况，

萧友梅号召同时代的音乐家积极进行教材的编写。1924 年，

他编写的《新学制唱歌教科书》正式出版并使用，其中的所有

曲目都是由他亲自作曲。同年，他又撰写了《新学制乐理教

科书》，结束了乐理教学一直采用外国教材的局面。此后，他

又陆续编写了《新学制风琴教科书》、《普通乐学》、《近代西

洋音乐史纲》等。而且值得充分肯定的是，虽然这些教材都

是在短时间内编写完成的，但是却都有着极高的质量，民族

性、时代性、科学性俱佳。如他在教材中加入了大量中国传

统音乐曲目，同时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将一些爱国类歌曲列

为必唱曲目，并配以钢琴伴奏，在这当时都具有首创性意义。

也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丰子恺、黄自、刘质平等一些有名望的

音乐家，也纷纷加入到教材编写的队伍中来，摆脱了中国高

等音乐教育一味依靠外国教材的尴尬局面，也为整个音乐教

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综上所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以

萧友梅为代表的多位音乐家，充分认识到了发展音乐教育的

重要性，并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各种音乐教育活动中去，为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所以这些先

驱音乐家们的主张和理念，都是应该为我们所充分继承的，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音乐教育的实际予以运用和发扬，

这不但有着多方面的现实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当代音乐工作

者对先驱们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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