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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凡 天
,

我们在中山市举行萧友梅博士诞辰

, n o周年的纪念活动
,

并进行学术研讨
,

是很有意义的
。

因为这里不单是萧友梅先生的

生身之地
,

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

山先生的故乡
。

这也就是说
,

以孙中山先生为

代表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
“

振兴中华
”

的伟大理

想
,

最先就是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孕育生长起

来的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在这里产生出一位为

振兴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而奋斗终生的杰出音

乐家
,

决不是偶然的
。

我们都知道
,

萧友梅既是一位著述甚丰的

音乐理论家
,

又是一位对中国近代新音乐创作

作出开拓性贡献的作曲家
;
但他主要是一位中

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 为重要和影响最为深远的

音乐教育家
,

因为不论是他的音乐理论活动
,

还

是音乐创作活动
,

乃至其他的音乐活动— 如

指挥乐队与合唱队的音乐演出活动等等
,

可以

说都是围绕着他的音乐教育活动而展开的
。

所

以
,

我们的学术研讨
,

以
“

萧友梅与中国近现代

音乐教育
”

为中心议题
,

我 以为是抓住了重点

的
。

我在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萧友梅毕生对中

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作出的主要贡献
,

并由此提

出一些可供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

萧友梅是属于毛主席所说
“

在中国共产党

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 毛泽东

《论 人民民主专政》 )
。

他在辛亥革命前后
,

以将

近二十年的时间
,

先后留学 日本和德国
,

学习

了钢琴
、

声乐
、

理论
、

作曲
、

指挥等等几乎所

有近代西方音乐的专业学科
,

而在他留学之初

所有这些
,

我首先要向贺绿汀院长
、

著名

的雕刻家刘开渠先生
、

我 已故的姐姐萧淑娴教

授
、

丁善德先生
、

谭抒真先生
、

周小燕先生
、

江

明悖院长及那些为家父纪念活动工作的音乐界

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

感谢他们为家父所做的

一切
。

今天在这块曾经养育过我 父亲的故土
_ _

匕

在他诞辰 1 10 周年之际
,

大家缅怀他所走过的

创业之路
,

可以说这路一直延伸到今天
,

这也

正是家父为之奋斗一生的目的
。

他那
“

有朝一 日

中国的音乐文化在世界乐坛上 占有一席之地
”

的愿望
,

将在继往开来的 后辈身上所实现
,

我

相信这是家父在九泉之下得到的最大的安慰
。

(责任编辑 徐冬 )



和学习的整个过程中
,

却是从攻读教育学开始
,

并且始终把教育学作为其研究重心的
。

由此可

见
,

萧友梅在当时就认定了必须从教育着手
,

来

建设和发展中国的新音乐文化
。

这将近二十年

的漫长的留学生涯和刻苦攻读
,

使萧友梅成为

近代中国第一位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西方音乐的

理论
、

知识和技能的人
,

第一位以音乐为专业

而获得博士学位的
。

同时又在教育学方面具备

了全面的素养
,

这就为他 日后的音乐教育活动

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
。

从 192 0 年学成归国
,

到 19 40 年 12 月 3 1

日逝世
,

是萧友梅的第二个二十年
,

也是他专

心致志地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奔波操劳的二

十年
。

在这二十年中
,

他在音乐教育方面的建

树是多方面的
:

首先是办学
。

萧友梅是
“

五四
”
以后中国最

早一批专业音乐教育和音乐师范教育机构的创

力
、

人与主持者
,

从 19 20 年起
,

他先后担任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的主任
,

北京大学音

乐研究会的导师
,

由音研会改组而成的北京大

学音乐传习所的教务主任
,

北京国立艺术专门

学校音乐系的主任
,

以及由女高师发展而来的

女师大与北京国立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的

主任
。

这一批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祥地的

高等音乐教育机构
,

可以说是我国专业音乐教

育和音乐师范教育走向独立发展道路的基础
,

其中无不渗透着萧友梅先生及其支持者 (如蔡

元培先生 )和合作者 (如杨仲子先生 )的心血
。

当

然
,

萧友梅在办学方面更重要的贡献
,

还是要

数 192 7 年 n 月以后
,

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

所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校— 国立音乐院
,

这也就是 19 29年夏改称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

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

从 1927 年 n 月 27

日开校
,

到 19 40 年 12 月 31 日萧友梅逝世
,

他

先后担任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专的教务主

任
、

代院长
、

院长和校长
,

在这个当时中国最

高音乐学院的岗位上
,

辛勤工作
、

惨淡经营了

十数个年头
,

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专业配置齐

全
、

具有较高水平的音乐人才
。

在致力于办学的同时
,

萧友梅始终没有离

开过实际教学工作
。

早在他留学德国期间
,

他

就积累 了教授钢琴的丰富经验
;
从 1920 年回

国以后
,

在他所创办和主持的各个音乐教育机

构中
,

由他亲自担任的课程
,

计有音乐基本理

论
、

和声学与中外音乐史等
。

据记载
,

他在北

大音乐研究会讲授和声学中
,

最多时竟有近千

人来慕名听课
;
他在女师大开设的

“

近世西洋

音乐史
”

和
“

中国历代音乐沿革
”

的课程
,

均属当

时中国音乐教育的首创
。

在国立音乐院— 国

立音专期间
,

他除兼任理论作曲方面的课程外
,

还于 19 38 年创设了
“
国乐概论

”
的专业课

,

亲自

讲授
“
旧乐沿革

”
(即中国古代音乐史 ) 和

“

朗诵

法
”

(即汉字声韵音韵学 ) 的课程
。

他的教学以规

范和严格为特点
,

当年曾在萧友梅讲授的
“

旧乐

沿革
”

课上学习的钱仁康先生
,

有实际的感受
,

我们可以请他讲一讲
。

与办学
、

授课相辅相成的
,

是萧友梅编写
、

撰著了大量的音乐教科书和教材
、

讲义
。

早在

他留学日本时的 190 7 至 1908 年间
,

他就为当

时中国的留日学生编写了音乐基本理论的 自学

教材—
《音乐概说》 ,

其中简略地介绍了从乐

理
、

和声学
、

对位法到作曲学
、

音乐形态学
、

音

响学
、

音乐心理学
、

音乐组织学和音乐史学等

西方音乐理论的各门学科
。

他由德国学成归国

以后
,

从在北大《音乐杂志》上连载他编写的《普

通乐程 》与《和声学纲要 》的教材开始
,

在 1920

到 193 2 的十一
、

二年中
,

就编写了包括乐理
、

唱歌
、

风琴
、

钢琴
、

小提琴
、

和声学与《普通乐

学》等各种专业的音乐教科书
,

共设九种十六

册
,

这些著述成为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
,

中

国中等以上学校广泛应用的音乐教本
,

替代了

在此之前以填词歌曲和简谱乐理为主的比较简

陋的学堂乐歌教材
。

值得着重提出的
,

还有他

在 19 20至 192 3年间为女师大编写 的《近世西

洋音乐史纲》的教材和 193 8年起为音乐 开设
“

国乐概论
”

的课程而编写的《旧乐沿革》与《朗

诵法》的教材
,

这在当时来说都是中国高等专业

音乐教学中的首创
,

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

在办学
、

授课
、

编教材之余
,

萧友梅还撰

写了大量音乐论文和包括评论
、

序文
、

讲演
、

谈



话等各种短论杂著
,

其论及的内容相当广泛
,

而

其中心却始终不离倡导在中国发展近代化的音

乐教育这个主题
。

从这些论著中
,

我们可以看

到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特点
:

(一 )他把发展音乐教育
,

看作是提高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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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以为中国音乐固然

有辉煌的光荣的过去
,

在周秦汉唐之际
,

中华

民族的音乐文化发展水准确实属于当时世界的

前列
;
但 自宋元明清以降

,

特别是进入到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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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承等等的发展水平
,

比之欧美先进国家
,

都

显得迟滞不前而落后了
。

为此
,

他在许多论著

中
,

反复探讨和论述了中国音乐到了近代所以

会落后的原因
,

他的基本结论是认为中国缺少

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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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必须急起直追
,

大

力发展音乐教育
,

以赶上世界先进的步伐
。

这

一认识成为他数十年来为在中国创办起能与世

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音乐教育事业
,

而四处

呼吁
,

奔波操劳
,

惨淡经营
,

鞠躬尽瘁
,

乃至

付出 自己整个生命的思想动力
。

对于这样一个

可以归结为
“

教育救国论
”

的思想
,

以往曾有人

将其贬之为
“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 。

但是
,

在改

革开放的今天
,

当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
,

在于要有足够数量和水平的

建设人才
,

而培养人才的基础
,

则在于要把教

育的发展摆在首要和重要的位置
,

由此我们是

不是也应当回过头来体味一下
,

萧友梅的以办

好音乐教育促进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向世界先进

水平发展的主张
,

其 中是否也有其不容忽视的

合理和正确的成份呢? 这是我向本次研讨会提

出的第一个可供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

(二 )萧友梅毕生致力于音乐教育
,

尤其重

视专业音乐教育
。

以往有一种看法
,

认为他所

办的音乐学校不过是照搬照套西方专业音乐教

育那一套
,

从而在中国音乐教育中培植起了盲

目崇洋的有害倾向
。

对此
,

我们当然应该联系

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和中国近现代音乐

文化发展到今天的实际状况
,

来加以全面深入

的考察研讨
。

我在这里只想提供萧友梅于 193 9

年 6 月在其《复兴国乐我见》一文中的一段论

述
,

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参考
。

在这篇文章中
,

他把音乐分解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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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第一
、

第二
、

第三

三个因素
,

并分别称之为
“

生命
” 、 “

躯壳
”
和

“

工

具
” ,

进而以提纲掣领的方式
,

阐述了国立音专

为
“
复兴国乐

”
而拟定和实施的七点计划

,

这就

是
:

( 1) 确定国乐之定义
,

并确定复兴之步骤
。

(2 ) 训练学生
,

使之切实认清国乐之三个因

素
,

区别其轻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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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训练学生
,

使之深切了解我国固有之德

性与 目下国情
,

培养其作为中国现代音乐

家必具之精神
、

思想与情绪
。

(4 i)) 11练学生
,

使之明了现代音乐形式
,

并

教以如何将其精神
、

思想与情绪发挥于相

当形式之中
。

(5 i)) l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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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i)) 11练学生
,

使之明了现代之中国国乐与

旧乐之不同
,

并启发其创造新国乐
。

(7 i)) l!练学生
,

使从 旧乐与 民乐 中搜集材

料
,

作为创造新国乐之基础
。

(见《萧友梅音

乐文集》 5 40 至 5 4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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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中可以看

到
,

它是立足于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民族音乐基

础之上的
,

又是面向着世界和中国音乐之未来

的
,

而且顾及到了从音乐的内容到形式与表演
,

从音乐的精神
、

思想与情绪到技术手段
,

对学

生进行全面的训练
。

怎样联系萧友梅创办与主

持的音乐学校的实际教学状况来评价这七点计



划
,

是可以讨论的
;
但我认为从这七点计划中

决得不出萧友梅办学仅仅停留在照搬照套西方

的那一套
,

是可以肯定的
。

怎样联系今天我们

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的现状
,

来吸收萧友梅的

办学思想— 例如上述七点计划的有益成份这

是我向本次研讨会提出的第二个可供思考和讨

论的问题
。

(三 ) 我们说萧友梅尤其重视专业音乐教

育
,

但这并不是说他对音乐教育的其他方面
,

如

普通学校音乐教育
、

音乐师范教育和社会音乐

教育等等
,

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
。

实际上
,

他

的倡导音乐教育始终是面向着当时中国的全社

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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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经进行过不知多少次多少 回

的
“

舌敝唇焦的讲论
” ,

甚至为 了说明什么叫
“

音

乐会
” ,

举办音乐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选

择什么样的场所
,

聆听音乐会的演出又应该注

意些什么
,

乃至怎样选择听无线电的好的音乐

广播等等
,

他都不厌其烦地要写上一大篇深入

浅出的文章
,

或发表专门的讲演和谈话
,

可见
,

他决不是仅仅把自己局 限在音乐院校的小范围

中
,

而忘记了更广大的平民百姓的那样贵族音

乐家
。

为了强调地说明这一点
,

我在这里也向

大家提供萧友梅本人的一段论述
,

.

这就是他在

《旧乐沿革》这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材的最后所

阐明的
,

关于在中国发展音乐教育的六点设想
:

( 1) 想音乐的兴盛非有正式的音乐教育机

关不可
,

象 (唐宋时代 )教坊那种制度是不

能令音乐作有系统学习的
。

(2 )想音乐普及必须从 中
、

小学入手
,

才易

培养成一个好的音乐基础
。

(3 )想得良好的音乐教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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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想音乐深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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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想得到特殊的作曲或技术的人才
,

必须

注意培养音乐天才
,

不要教他们耽误 了光

阴
。

(6 )想得到超等的音乐作品
,

须常用悬赏征

求之法
。 ”

(见《萧友梅音乐文集 》 52 9 页 )

这六点设想关照到了专业音乐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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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然
,

这六点设想今天看

来是平淡无奇的
,

因为经过萧友梅提出这些设

想 以来数十年的发展
,

它们都已经成为现实
。

但

是
,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
,

这六点设想涉及到的

各个方面
,

在今天的音乐生活中
,

也还存在着

许多想得到却做不到的种种困惑与艰难
,

这就

为我们今天的研讨会提出了第三个可供思考和

讨论的问题
,

就是
:

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继续

推进萧友梅当年设想的在中国全面地发展音乐

教育的事业 ? 怎样以全社会的共识与协力
,

来

有效地解除今天发展音乐教育与建设中国社会

主义 民族音乐文化的种种困惑与阻难 ?

(责任编辑 徐冬 )

口文/本刊记者徐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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