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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我国的音乐教育是在 �� 世纪初

，

伴随着众多西方科学知识的涌入和新式学堂的建立 以及

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才正式拉开帷幕的
。

这条从无到有的探索之路倾注 了几代音乐教育家的心

血
，

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宗师之一的萧友梅
。

本文从音乐家的生平
、

教育思想

和教育提案三个方面来论述萧友梅先生对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杰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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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萧友梅的生平与中国早期音

乐教育

萧友梅
，

字雪朋
，

号思鹤
，

是我国著名的音乐

教育家
、

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
，

是我国近代专业音

乐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
，

也是我国专业音乐

创作与新音乐实践的先行者
。

纵观萧友梅一生
，

可

以发现
，

他的所有音乐经历与音乐活动都与一个根

本目的分不开
，

那就是音乐教育
。

���� 年
，

萧友梅在广州时敏学堂毕业后赴 日

留学
，

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
���� 年人

东京帝国大学教育学部
，
���� 年毕业 � 从 ��汉 年

至 ���� 年一直在东京音乐学校注册学习钢琴与唱

歌
。

萧友梅音乐生涯即与教育学的学习相同步
。

���� 年
，

萧友梅赴德国留学
。

在莱 比锡大学

学习教育学之余
，

同时在莱比锡音乐院专修音乐理

论
。

���� 年
，

萧友梅向莱 比锡大学哲学系提交博

士学位论文 《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

研究 》 。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古代乐

器
、

乐队史的专著
。

论文最后提出
“
我们始终可以

寄希望于未来
” ， “

除了推广一般的科学与技术之

外
，

还应该更多注意音乐的
，

特别是系统的理论和

作曲学在中国的人才的培养
’，��卫。

其中不但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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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化在近代以来发展缓慢与滞后的根本原

因
，

同时也提出了发展中国音乐的最重要的两个方

面
，

即音乐教育与专门音乐人才的培养
。

����年取得博士学位后
，

萧友梅本应学成归

国却提请延期回国
，

意欲继续游历欧美各国
，

以研

究国外图书馆
、

博物馆及大学
、

国民学校之组织办

法
，

同时也为了成就其为人类学学科而修学旅行的

计划
。

尽管因欧洲战事萧友梅未能按计划周游列国

考察教育等事项
，

但我们从他于 ���� 年发表的

《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 》 一文
，

不难看到他

一直关注欧美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及教学经验的良苦

用心
。

从 ���� 年东渡扶桑到 ���� 年负岌德国
，

出国

留学前后十余载
，

萧友梅总是将所有精力集中于音

乐与教育两个领域
，

对这一知识结构的刻意追求
，

已经表露出萧友梅将音乐教育作为此后所要从事事

业的愿望
。

����年萧友梅归国
，

从此开始投人到他一生

为之无私奉献的音乐教育事业之中
。

���� 年至

����年间
，

他先后担任北大音乐传习所
、

北京女

子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和北京艺专音乐系的主要负

责人
。

这些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不仅开北京专业音乐

教育之先河
，

而且也是当时国内专业音乐教育之翘

楚
。

���� 年
，

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刘哲以
“
音乐

有伤社会风化
” 、 “

浪费国家钱财
”
为名下令停办北

大音乐传习所
、

北京艺专音乐系等音乐教育机构
。

萧友梅毅然南下上海
，

在蔡元培先生鼎力相助下
，

于 ���� 年首创中国第一所专门而独立的高等音乐

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
，

实现了其长期以来梦想

创办音乐院的夙愿
，

并从此为国立音乐院建设发展

穷其一生
，

鞠躬尽瘁
。

作为作曲家的萧友梅一生共创作了百余首声

乐
、

器乐作品
，

其中大部分为声乐作品
，

这些作品

主要集中于 《今乐初集 》 、 《新歌初集 》 两本歌集以

及 《新学制唱歌教科书 》 当中
。

不管是从歌曲多数

表现美育及德育的内容还是从并不复杂的创作技术

来看
，

多数声乐作品都是为了音乐教育而作
，

为音

乐教材而作
。

尽管多数作品并未得以广泛流行与备

受欢迎
，

但在当时中国新音乐创作还刚刚起步的情

况下
，

这些作品无疑为当时的音乐教育提供了可供

学习与参考的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专业音乐作品
。

作为音乐理论家的萧友梅留有近六十篇极为重

要的音乐文著
，

其中 《普通乐学 》 、 《和声学 》 等著

作是明确为音乐教育所撰写
、

出版的教材
。

在一些

学术性文章中
，

萧友梅也念念不忘音乐教育问题
，

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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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

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

因 》 、 《旧乐沿革 》 等文章中
，

萧友梅一再指出音乐

教育的落后是造成中国音乐不发达的根本原因之

一圈
。

他每念及此
，

几欲痛心疾首
。

他渴盼中国音

乐教育之大发展的拳拳之心坪然可见
。

总之
，

贯穿萧友梅一生音乐活动的主导脉络及

其多方面音乐实践的基本目的
，

都是为了中国的音

乐教育
，

特别是专业音乐事业 � 他为音乐教育一生

弹精竭虑
、

鞠躬尽瘁
，

这一切努力又都是为了一个

远景目标或最终目的
，

那就是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新

的音乐人才
，

从而建立类似俄罗斯
“
民族乐派

”
的

中国国民乐派
。

但是
，

萧友梅一生致力于音乐教育

的思想及其实践究竟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

其实质与

特点又是怎样�这是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并加以认真

总结的具有历史与现实之双重意义的问题
。

二
、

萧友梅的
“
教育救国论

”
与

中国早期音乐教育

萧友梅把发展音乐教育
，

看做是提高整个中华

民族的音乐文化水平
，

以赶上世界音乐文化先进潮

流的必由之路
。

他认为中国音乐固然有辉煌的光荣

的过去
，

在周秦汉唐之际
，

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确

实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 但自宋元明清以来
，

特别

是进人到近代以后
，

我们中国的音乐
，

无论是发展

的速度
，

还是音乐文化的学理
、

器物和创作
、

表

演
、

传播
、

传承等等
，

比之欧美先进国家
，

都显得

落后了
。

为此
，

他写了许多论著
，

基本结论是认为

中国缺少像近代西方那样能够真正作用于社会文化

进步与艺术发展的音乐教育
，

因此
，

必须奋起直

追
，

大力发展音乐教育
，

以赶上世界先进的步伐
，

这就是萧友梅的
“
教育救国论

” 。

����年 �月萧友梅在其 《复兴国乐之我见 》

一文中
，

把音乐分解为内容 �即思想
、

情绪与曲意

等�
、

形式 �即节奏
、

旋律
、

和声与曲体等�和演

出 �即演奏演唱的乐器与技术等�
，

并把这三个因

素分别称之为音乐的
“
生命

” 、 “
躯壳

”
和

“
工

具
” 川

，

进而以提纲掣领的方式
，

阐述了国立音乐

专科学校为
“
复兴国乐

”
而拟定和实施的七点计

划
�

确定国乐之定义
，

并确定复兴之步骤 � 训练学

生
，

使之切实认清国乐之三个因素
，
区别其轻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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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教以如何就第二及第三因素隶属于第一因素
，

作

为其躯壳与工具 � 训练学生
，

使之深切了解我国固

有之德性与目前国情
，

培养其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家

必具之精神
、

思想与情绪 � 训练学生
，

使之明现代

音乐形式
，

并教以如何将其精神
、

思想与情绪发挥

于相当形式之中� 训练学生
，

使之获得演奏乐器或

唱歌之技术
，

并教以如何应用技术以表现其精神
、

思想与情绪 � 训练学生
，

使之明现代之中国国乐与

旧乐之不同
，

并启发其创造新国乐 � 训练学生
，

使

之从旧乐与民乐中搜集材料
，

作为创造新国乐之基

础
。

这七点计划涉及到了音乐的办学方向和学生的

培养 目标
，

还涉及到了对各科学生和教学内容与教

学方法的基本要求
，

可以说是萧友梅对中国专业音

乐教育的完整构想
，

而现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正是

对萧友梅这种构想的传承与发展
。

正如廖辅叔教授所说
，

萧友梅先生当年为唤醒

人们对音乐的重视
、

谋求音乐的普及和提倡音乐教

育
，

曾经进行过无数次的
“
舌敝唇焦的讲论

” ，

他

在 《旧乐沿革户二中阐述了中国发展音乐教育的六

点设想
�

想音乐的兴盛非有正式的音乐教育机关不

可
，

像 �唐宋时代�教坊那种制度是不能令音乐作

有系统学习的 � 想音乐普及必须从中
、

小学人手
，

才易培养成一个好的音乐基础 � 想得到良好的音乐

教员
，

必须在音乐院或音乐师范科时教以适当的音

乐理论
、

优良的技术与丰富的常识
� 想音乐深人于

民众
，

必须常举行公开演奏会
、

大会唱
、

音乐比赛

及多发音乐刊物 � 想得到特殊的作曲或技术的人

才
，

必须注意培养音乐天才
，

不要叫他们耽误了光

阴 � 想得到超等的音乐作品
，

须常用悬赏征求之

法
。

这六点设想考虑到了专业音乐教育
、

中小学音

乐教育
、

音乐师范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的各个方

面
，

可以说是萧友梅对整个中国发展音乐教育的完

整构想
。

音乐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终身教育
，

音

乐教育具有独特的和谐功能
，

因此
，

萧友梅的构想

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中仍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

三
、

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提案与中

国早期音乐教育

萧友梅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一些全国性教

育会议上的提案
，

主要有以下几项
�

��� ����年 �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

国民音乐教育组提出附议并修正案一项困
，

题为

《吾国皮黄曲在国民音乐中有无存在之价值可否采

取用作乐界之参考 》 。

��� ���� 年 �月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案

三项
�

与吴溉亭
、

姜丹书共同提出 《整理艺术课程

案》 ，

萧友梅提案题为 《拟请增加中学音乐科授课

时数并在大学添设
“
音乐领略法

”
及

“
唱歌

”
两项

共同选修科案》 � 与李毅士共同提出 《奖励及提倡

艺术案 》 ，

萧友梅提案题为 《拟请大学院每年拨出

二万元为音乐美术之奖金案 》 � 《拟请大学院以后选

派西洋留学生时注意音乐科学额案 》 。

��� ����年 �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交的

《改革现行中学音乐课程案 》 。

上述提案时间跨度较大
，

从萧友梅北京时期的

二十年代前期至上海时期的三十年代末
，

通过对萧

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进一步认知与了解总结出萧友

梅音乐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

��� 肯定传统音乐价值
，

强调创新不忘旧乐
。

在理论上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持批判继承态

度
。

既不妄自菲薄
，

走向所谓
“
全盘西化

” ，
又非

妄自尊大
，

固守国粹心理
。

在萧友梅的提案中既指

出了皮黄等传统音乐之不足
，

又肯定了旧乐
“
有相

当价值
” ，

并为此提出修正案
。

在 《旧乐沿革 》 中

他说到
，

我国的音乐可以说最近三百年来没有什么

进化
，

跟现代西洋音乐比
，

至少落后了一千年
，

所

以今 日我们想研究吾国旧乐沿革
，

实际上与
“
考

古
”
无异

。

萧友梅是以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中西音乐

的比较的
，

正如赵元任在论及国乐与西乐之不同时

概括的那样
，
比之西乐

，

国乐既有其
“
不同的不

同
” ，

又有其
“
不及的不同

” 困
。

所谓的
“
不同的不

同
” ，

正是国乐自身所固有的特色之处
，

也恰恰是

发展现代中国音乐依然需要借鉴与继承之处 � 所谓
“
不及的不同

”
图

，

系指与西乐相比
，

国乐所没有或

日已有但却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因素
。

不及之处
，

需要学习 � 不同之处
，

需要弘扬
。

在实践中较早提出对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整理
、

记录与研究
，

同时使之成为现代中国音乐创作的参

考对象
，

使中国新音乐不失其民族性的特点
。

修正

案中提出的由中西音乐专家组成旧乐研究会并将现

有乐曲译为世界共同乐谱 �五线谱�以供作曲家之

参考的观念
，

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主张与要求
。

以较

为精确的记谱方式
，

将留于民间的丰富曲调加以记

录整理
，

既有利于它的保护与流传
，

又可供新的音

乐创作之参考
，

我们今天对民间音乐
“
集成

”
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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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萧友梅对我国早期音乐教育的贡献 ���

记录与整理
，

不正是在大量地做这种工作吗�直到

�� 年代末
，

萧友梅在 《复兴国乐之我见 》 一文中
，

依然强调
，

中国传统音乐的宝贵之处
，

不在于理论

乐律
，

也不在于乐器与演奏技术
，

而是在于种类繁

多
、

无比丰富的历代辞章与曲谱
。

萧友梅认为这些

辞章与曲谱之旧乐
，

其浩繁博大丝毫不亚于
“
国

故
” ，

因而函需延聘专家学者专心整理加以保护
。

���重视基础音乐教育
，

遵循音乐美育原则

萧友梅不仅穷其一生投身专业音乐教育
，

同时

也极为关注基础音乐教育问题
。

专业音乐教育的发

展必须有赖于基础音乐教育的发达
，

只有重视基础

音乐教育
，

才能更好地发展专业音乐教育
，

这是任

何时代二者之间都会存在的矛盾关系
。

萧友梅深深

地认识到这一点
，

因而对基础教育的关注也成为萧

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

����

年和 ���� 年的两项提案
，

就明确指出了当时一般

学校特别是中学不重视音乐教育的现象
，

指出基础

音乐教育处于播种时期的困难及其重要性
。

����

年萧友梅在 《中学音乐教学的实际问题 》 一文中不

留情面地针对当时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存在的课时严

重不足
、

课程标准难以适用
、

教育官员不懂业务等

问题直言提出了自己的批评
，

并提出一系列有望切

实实施的补救措施
。

凡此种种
，

无不显示出萧友梅

对基础音乐教育一贯的深切关注
。

萧友梅一生受美育思想影响
，

在 ���� 年的提

案中特别强调了普通音乐教育乃是以美育为基本原

则
，

同时寓德育于美育之中
。

要求中学音乐教育利

用音乐的感化功能
，

达到两个 目的
，

一是美化学校

生活 � 二是陶冶学生德性
。

萧友梅还特别注重利用

音乐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

抗战期间
，

萧友梅

把音乐比做
“
花丛中的大炮

” ，

在美育的前提下提

出
“
利用歌唱激励抗战热情

” ，

这也是当时每一个

爱国音乐家的共识
。

��� 借重西方音乐教育
，

培养中西兼通人才
。

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留学海外学习音乐时

间最长的音乐家
，

萧友梅对西方音乐文明有着比一

般人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

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中

始终不变的理念是学习西乐
、

整理与融会旧乐以发

展中国新音乐
。

要想借助西方音乐教育
，

培养中西

兼通人才
，

在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
�

一是请进来 �

二是送出去
。

在当时办学经费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

萧友梅曾聘请了查哈罗夫
、

佘浦磋夫
、

苏石林等诸

多外国音乐家以及黄自
、

应尚能
、

周淑安等曾留学

海外的中国音乐家到国立音专任教
。

西方专业音乐

的教育体制以及西方音乐的系统理论与技能
，

正是

由这样一支师资队伍建立起来的
。

萧友梅培养中西

兼通音乐人才的主张是符合历史要求的
，

他的创造

与发展中国新音乐的思想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

���奖掖优秀专业人才
，

繁荣音乐创作表演
。

看一个国家音乐是否发达
，

最为直观的一个方

面即是看其在音乐创作与表演方面的成就
。

或许可

以这样说
，

音乐创作与表演方面的成就是衡量一个

国家音乐文化是否发达的重要指标
。

萧友梅在他的

提案中提出了效仿欧美奖励艺术人才的制度
，

对音

乐创作与表演人才加以严格的专家评定
，

对表现突

出者给予奖励
，

从而推动中国音乐的发展
。

萧友梅

盼望着中国音乐能够人才辈出
，

音乐作品能够 日新

月异
。

当今名目繁多的电视歌手大赛
、

器乐大赛和

舞蹈大赛等
，

正是萧友梅上述教育思想的实践
，

这

种奖掖优秀专业人才
，

繁荣音乐创作表演的实践使

得基础音乐教育更加普及化
、

大众化
，

也使得专业

音乐教育更加迅猛发展
。

总之
，

萧友梅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家
，

在我国

音乐教育的启蒙阶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他把音乐

和教育相结合
，

并成功地运用于实际教学中
，

为我

国音乐教育事业保留了丰富的音乐教育经验
。

他躬

于实践的音乐教育思想与精神具有极大的现实意

义
，

值得后人学习
、

继承和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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