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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萧友梅是中国现代音乐师范专业教育和音乐艺术专业教

育的创始人
。
他将音乐和教育相结合

�
并推广到实际的教

学中
�
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

萧友梅 音乐教育 贡献

萧友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
�
对近代中国的音乐教育

事业有着突出的贡献 他提倡新的音乐教育模式 并将其作为改造中

国社会现状的重要力量
。
萧友梅提出了改良学校音乐教育 注重音乐

的专门教育
。
萧友梅曾经编撰了大量的音乐教育教材 如 《新学制风

琴教科书》、 《新学制乐理教科书》等等 他将音乐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
与音乐创作作为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及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核心工

作
。
当音乐教育刚刚起步 其学科范围早就在民国时期被当时音乐家

所注意 并为争取其独立地位而不断努力
。
经过多年的努力 户国的

普通音乐教育课程终于被确定下来 教学上主要涉及音乐基本知识
、

技能及欣赏三部分内容
。

一
、
中国现代音乐专业教育的创始人

在中央音乐学院校园内塑有中国第一位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的铜

像 其被称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
。
萧友梅自幼随父亲学习古诗文 并

于 19 世纪末移居澳门 肩着扎实的旧学功底
。
同时 他还在新学方面

有着极高的素养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便与萧友梅为邻 并成为了自

幼熟知的世交
。
萧友梅家庭附近有位来自葡萄牙的著名音乐家 他经

常在家中练习风琴 这让萧友梅自幼便对音乐有了耳濡目染眼
。
19 世

纪末 萧友梅正式考入广州著名的石敏学校 开始接受正规的教育

唱歌也成为了其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日本留学期间 他又在东京

帝国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及声乐 终于实现了其童年音乐学习的梦想
。

在袁世凯称帝后 萧友梅心灰意冷开始了西方求学的生涯 并在德国

的莱比锡大学音乐学院学习音乐 凭借论文 《17 世纪以前中国管弦
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获得了莱比锡大学音乐博士学位 。 另外 他还撰
写了 《古今中西音阶概说》、 《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文章 。 萧友梅归
国后并没有选择其他高薪职业

�
而是依然选择了开创中国音乐教育

事业的道路筋
。
当时 音乐专业并不受欢迎与重视 肩的学校将其与

美术合并在一起 称为图音系或图工操练
。
萧友梅于 20 世纪 20 年代

开始担任教育部编审委员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附属实验小学主任

他非常同意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替代宗教的观点
�
并受邀担任北京

大学文学艺术系音乐教师
。
由于其深厚的音乐底蕴及独特的教育方

三
、
中国新疆解放后

1
.

从民族军到五军 成为革命的标杆
。
194 9 年春 户国人民解放

军转入全线反攻 生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
。
7 月上旬 户国人民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自陕西起向甘肃
、
宁夏
、
青海
、
新疆进军

。
喜讯传

来 三区人民和民族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
。
这时 新疆政局也发生

了变化
�
国民党中央政府迫于人民压力于 194 9 年初撒换了麦斯武

德 汪命包尔汉为省府主席 宋希镰也早于 1948 年下半年被调离新

疆 由陶峙岳将军兼任省警备司令
。
同时甘宁青的地方军阀马步芳秘

与新疆反动分子马呈祥
、
伊敏等会合 企图阻挠人民解放军入疆 分

裂祖国统一
。
为了稳定局势 迎来新疆的早日和平解放 三区人民及

民族军一面继续坚持与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进行斗争
�
一面为了稳定

内部
�
团结各族人民 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做了大量的工作

。
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建立 新疆的和平解放 使全疆人民以及民族军全体指战

员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
194 9 年 10 月底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归来
。
11 月 5 日 赛福鼎怀着无比兴奋的心

情 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新疆及三区各族人民的亲切慰问 并向三区

人民和民族军指战员传达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精神
�
以及会议

通过的 《共同纲领》。 据载 厂根据 《共同纲领》中有关规定 户国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于 194 9 年 12 月 20 日发布命令 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 授予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

’
番号
。
军委主席毛泽东签

署命令 汪命列斯肯为军长 曹达诺夫
·

扎依尔为军副政治委员
。 ”
眼

2. 官拜少将 维护和平新疆
。
19 55 年 9 月 曹达诺夫将军进京参

加总参动员部兵役动员会议
。
9 月 3 0 日 曹达诺夫将军接总干部部

通知 下午四点钟至中南海怀仁堂开会
。
下午三点半 将军被一辆面

包车送至怀仁堂
。
是日 曹达诺夫参加了我军最高规格白勺授衔仪式

。

19 6 2 年 4 月至 5 月 户苏交恶
。
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时

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的指示一手策划
、
指挥实施了新疆

“
伊

犁事件
�’。
该事件据载 因苏联驻伊犁领事馆故意挑唆 使得上万边民

聚众闹事 并纷纷外逃 其势汹汹不可挡
。
曹达诺夫将军奉命率工作

组星夜赴伊宁 肩人建议出兵弹压 将军则曰 厂此为下策
。 ”
附于是曹

达诺夫将军亲临现场 召集少数民族头领
、
统战人员

、
宗教人士言明

事件性质
、
利害和后果 民众便信服了 纷纷回乡说服边民 扩

‘
伊犁事

件
�’
最终得以平息

。
事后 伊宁边区一直安详宁静 鲜有边民叛逃事件

发生
。
曹达诺夫为和平平息这次事件起了带头作用 也为少数民族干

部今后如何做好维护新疆和平稳定的工作作出了榜样
。
19 85 年 曹

达诺夫将军离开军队领导岗位后
�
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

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
、
五届人大副主任 出届

、
八届全国政协常

委
。
从 50 年代开始 将军兼任新疆自治区体委主任二十余年 军政工

作之余 热情投入 狠抓不懈 汪内新疆体育运动成就斐然
。

纵观以上历程
�
曹达诺夫将军是新疆地区早期与共产党合作的

民族组织筹建者之一 是共和国第一批维吾尔族将军
。
虽然他只在中

国边疆地区反对国民党的统治
�
但是他所组织的民族军也在解放战

争中牵制住了国民党数十万精锐 使得蒋家王朝腹背受敌 为全国人

民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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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萧友梅的音乐课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 他还成立了乐队 在短短

数年间举办了几十场音乐会 演奏了国外著名音乐家的作品 为中国

观众介绍了不少音乐艺术方面的知识卿
。

2 0 世纪 2 0 年代 萧友梅提议改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 并注重

培养中国的音乐人才 这样便成立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 该所

在教育模式上 除了传习西洋音乐 还保存着中国的古典音乐
。
几年

后
�
萧友梅担任北京国立艺术学校艺术系主任

�
并非常注重音乐活

动 鼓励师生共同参与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当时北京的社会活

动 并对中国的音乐教育有着重要影响与推动作用
网。 19 27 年底 萧友

梅先生开始创办国立音乐学院
�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音乐专业

教育学院 萧友梅担任院长 主持日常的行政工作
。
萧友梅按照自己

的音乐教育思想 注重培养中国高层次的音乐专业人才 经过自己数

年的努力
�
终于将音乐教育学院创办成为具有相当规模与水准的中

国音乐教育最高学府
�
并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的音乐

人才 这些人才在数年后成为中国音乐教育的骨干力量
日。 从 20 世纪

2 0 年代末期到 4D 年代初期 萧友梅以其惊人的毅力与超强的精力
�

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最终成为近代

中国音乐教育的创始人
。

二
、
重视学校歌曲创作 焙养了大批早期音乐人才

作为一名作曲家
�
萧友梅创作的大部分音乐作品与当时的社会

实际相联系 并为人民大众所演唱
。
例如 他曾经为当时的北洋军阀

政府创作有中国国歌 《卿云歌》及后来的 《国民革命歌》、 《华夏歌》、
《五四纪念爱国歌》等等众多的爱国歌曲 这也表明了其鲜明的爱国
立场旧。 学校歌曲是萧友梅音乐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歌曲对学

校
、
学生的描述 肩效地实现了向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及审美教育的目

的 同时也带有对当时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不满与忧虑 这方面

的作品众多 其中就有《晚歌》、 《南飞之雁语》等著名歌曲。 萧友梅的
音乐教育思想主要以当时学校的音乐教育为内容与特征

�
并充分体

现了社会对音乐教育的需求
�
这对当时的音乐界有着极大的影响叽

萧友梅的这些音乐教育观点成为了当时中国音乐教育的著名论断
�

蕴含着丰富的音乐教育规律
。

萧友梅先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早期的音乐人才 如冼星海
、
贺绿

汀
、
江定仙

、
李焕之等

。
他艰苦创业

、
勤俭办学

、
从严治校

、
事必躬亲

�

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危业造了不朽的光辉业绩
。

20 世纪 30 年代 萧友梅提出了一系列的音乐教育思想 并根据中国

当时音乐教育的特征与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归纳与总结
�
以满足当时

社会的音乐需求为重要目标
�
特别对抗日战争时期的音乐界有着重

大影响
。
例如 他始终根据自己的音乐实践来总结音乐教育的思想

�

提出了利用美育原则及音乐的感化力量来教育学生
�
陶冶学生的情

操 这也是音乐课的主要目标 同时也是激励抗战热情的重要内容
。

萧友梅的这一音乐教育观点成为了当时音乐教育的经典论断
�
即使

在今天看来也有着重要作用 并蕴含着科学的音乐教育规律
。
萧友梅

在上海音乐高等专科学校教学期间可谓是不遗余力
�
通过自己的关

系及其他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招揽人才日。 最终 经过他的个人努力 在

短短几年时间内便建立了音乐高专的人才资源
�
形成了中国最强的

音乐教学力量
。
2 0 世纪 3 0 年代 黄自从美国归国 萧友梅便邀请其

来音乐高专授课 并担任教务主任 最终黄自成为了萧友梅最得力的

办学合作者 并将音乐高专的整体教学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当

时的外籍音乐家只要是音乐高专需要的并具有真才实学的音乐人

才 他总能想尽各种办法聘请他们来校任教
。
例如 苏联圣彼得堡音

乐学院教授查哈洛夫在上海举行了个人音乐会
�
萧友梅得知这一消

息后 便立即与其取得联系 邀请其担任音乐学院的教授 可查哈洛

夫却因中国学生基础薄弱为由给予了拒绝
。
但是 萧友梅多次恳求

�

并答应其高于校长的聘金及聘其为音乐组的组长
。

三
、
对音乐表演

、
音乐理论及学校教育的突出贡献

萧友梅先生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等担任

音乐系主任及相关的领导工作 对音乐教育有着系统的思想与成就
。

后来 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于 19 27 年在上海创办国

立音乐学院 这是中国第一所音乐专业性质的学校 为中国的音乐教

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焙养了大量音乐教育人才
。
萧友梅先生不仅

关注音乐教育的内容 而且还对学生非常关心
。
中国著名的男高音歌

唱家娄乾贵曾经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提到 厂当我毕业演唱时
�
我的声

音达到了最高调 坐在台下的萧友梅先生竟为之落泪 这是因为经过

师生的多年努力与奋斗
�
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终于培养出了属于

中国自己的男高音音乐家
。 ”
纵这些事情中都可以看出 萧友梅先生

对自己学生的了解与关注及对中国音乐教育的重要贡献
。

作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 萧友梅的一生

可谓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由幼稚走向成熟的缩影
。
萧友梅对中国

近代音乐教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音乐表演
、
音乐理论

、
学校音乐教

育这三个方面
。
1922 年萧友梅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组建了一个

小型管弦乐队 并由自己担任指挥
。
这支乐队开始人数不多 声部不

齐 但是在今人的眼光看来 算是中国音乐教育荒漠中的一片绿洲
。

萧友梅在音乐教育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并在当时音乐界处于领先位置 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
萧友梅在国

外留学期间 西方音乐文化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对国外

音乐教育制度及机构非常关注 并为缩小中国与国外音乐教育而作

出了不懈的努力
。
他对西方音乐教育理论的介绍非常全面 其中就

包括了 19 世纪欧洲的最新成果
�
这大大开拓了国人的音乐教育认

识四
。
例如 潇友梅在 193 4 年创作的 《欧洲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

便是介绍欧美专业教育最著名的一篇论文 在当时国内乐坛享有至

高的荣誉
。
萧友梅在学校音乐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无疑是最为

光彩夺目的 他在表演
、
理论
、
创作等方面的音乐活动 很大程度上

是为他孜孜以求的音乐教育事业服务的
。
在普通学校音乐教育

、
师

范学校音乐教育
、
社会音乐教育 特别是专业音乐教育等方面 倾注

了自己的全副心力 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起步和初创起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
。
萧友梅是中国把音乐和教育相结合的第一人 并推

广到实际的教学中 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
、
具有中

国特色的教学经验
。
同时 他还大力推进了中国早期音乐教育事业

的发展 堪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先驱者 并为传播西洋音乐 改进

国乐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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