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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拳法没有被时代而遗忘，是他使得近代

武术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三、“国术强国”的理念

我们前面介绍到了高凤岭出生在风雨

漂泊的晚清时期，当时的社会内忧外患，外国

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在高凤岭学术达到一

定的水平时，正值青壮年，对于一个有着民族

气节的人来说，高凤岭是断不可能对国家社

会的时事置若罔闻的，也是在那样的环境下，

使他更加意识到武术强国的理念[4]45。
在自己已经有了能力的时候，高凤岭没

有自私地要把自己所拥有的独占，而是发扬

祖国千百年来的武术精华，广收弟子，用自己

的武功和自己的人格教育学生。1917 年，他

接受了马良的邀请，和王子平一起担任武术

传习所的教员，他在执教的过程中，培养了大

批的武术英才。1928 年以后，他先后到各个

国术馆任教，也发表了一些武术著作。
“‘国术强国’是咱太乙门秉持的信念。”

高凤玲的徒孙，现在的武当太乙门的掌门林

树基说道。据他回忆，民国时期，当时自己的

师伯窦来庚曾率领山东国术馆师生奔赴沂

蒙山区,与官兵习练武术,在前线奋勇杀敌,最

后牺牲；而他的父亲林信斋,在抗日战争时期

多次冒险绕过封锁线, 秘密为抗日武装运送

粮食；他的叔叔林经三也参加战斗无数,曾经

扮马夫潜入日军驻地探敌情……他们的爱

国之心也是在当时受到了高凤岭的影响，因

为高凤岭对他们一直以来的教育理念就是，

要用自己的能力保卫自己的祖国，把外国侵

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一下高凤岭自己

的态度，他是爱国的，而且他的爱国精神坚

定，他是一个习武之人，没有参与到政治当中

去，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为国效力，相反的，他

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对祖国的炽热之心。
既然文不行，那他就走武道，他把自己一身的

武术本领传授给当时的国人，让他们在强身

之外还能防敌，这就大大提升了国人的综合

素质。他不仅用武术精神来教育人们，还把武

术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使得他身上的武术

绝学发扬光大，使得中国近代武术能在一个

特殊的时代里绽放出属于它的光芒。
在近代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还依然

能把武术的精要和武术的精神传承下来，在

当时能做到的并没有几个，除了我们熟知的

霍元甲、王子平、孙禄堂之外，高凤岭等一大

批的老先辈也是为国家贡献了大半辈子的心

血的。他们对武术的执著和热爱，是现在社会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在弘扬武术精神的过

程中，他们的辛酸与努力，是他们对武术的敬

重。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历经历史长河千年而

不衰，与他们奔走忙碌的付出是离不开的。
高凤岭，这一个活跃在近代武术舞台上

的大师，随着历史的远去而远去，人不在，名

也并不广为人所知，正如当年他默默传承武

术精神一样。而今留给人们的，是他用一生心

血凝聚而成的武功精粹，虽然他已离我们远

去，但他对近代武术的贡献仍值得我们敬仰。
可是，时至今日，或许很多的年轻一代已经不

知道高凤岭是谁，他们甚至已经忘了精武精

神，而今，我们习武更注重比赛得胜的技巧，

习武的初衷和精神早已经变味，不知道这是

习武之人的悲哀还是我们整个国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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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是近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

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对中国近代

音乐教育、音乐专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萧友梅早年留学日本，后又留学德国，

并且取得了音乐博士学位。回国之后，萧友梅

积极从事音乐教育，尽管这个过程极为艰辛，

但是他始终抱着坚定的信仰，在他的努力下，

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上海

国立音乐院，这所学校的成立为中国近现代

化音乐专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留学与办学

萧友梅，字思鹤，广东象山人，出生于书

香世家，其父是私塾的教师。萧友梅 5 岁时，

随父定居澳门，在当地一所新式学堂接受教

育，此后又转入广州著名的时敏学堂学习。时
敏学堂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影响

下所创办的，1901 年萧友梅随时敏学堂的校

长邓家仁一同前往日本留学，萧友梅先后在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东京帝国大学

教育系，以及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音乐。1906

年，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由

于孙、萧两家是世交，在孙中山的介绍下，萧

友梅加入了同盟会。1909 年萧友梅从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回国后参加了清政府所主持的

留学生考试，并且获得了“文科”举人的头衔，

第二年被任命为清政府教育部的“视事”。

1912 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推翻满清

政府，成立中华民国。由于和孙中山的特殊关

系，萧友梅被任命为孙中山的秘书。同年，孙

中山在袁世凯的诱逼下，宣布辞去临时大总

统之职，萧友梅旋即南下广州，在胡汉民所主

持的广东省都督府教育司中担任学校科科长

一职。胡汉民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此后一

直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负责官员之一，胡汉

民与萧友梅有着较为深厚的友谊，一直支持

萧友梅的教育工作。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变

化，萧友梅审时度势之后，选

择继续出国留学深造。当时的

德国是世界音乐中心之一，莱

比锡更是音乐圣地中的圣地，

萧友梅选择了当时著名的莱

比锡音乐学院，开始攻读博士

学位。萧友梅在留学期间，不

仅完成了所有的音乐课程，并

且掌握了高超的作曲技巧，

1916 年萧友梅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其所撰写的博士论文

《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

的历史研究》更是引起了德国

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毕业之后，萧友梅始终

关注国内形势，1920 年他选

择回国，很快便开始着手音乐教育工作。凭着

过人的资历，萧友梅被任命为民国教育局的

编审员，此外还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

实验小学的主任。在此期间，萧友梅着手编写

了一批适合中小学使用的音乐教材，其中较

为著名的作品有《乐学研究法》（1920）、《和声

学纲要》（1921—1922）、《今乐初集》（1922）以

及《新歌初集》等，这些作品中不仅有音乐理

论方面的，也有歌曲方面的，填补了当时音乐

教育中的多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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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在萧友梅的建议下，蔡元培将

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大音乐传习所，这

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学音乐专业教学

机构，萧友梅被任命为传习所教务主任，负责

教学质量监督工作。在任教期间，萧友梅组织

成立了一支管弦乐队，由于人才紧缺，乐队连

同指挥萧友梅一共才只有 17 人，麻雀虽小，

但这支乐队在五年时间内，共演出四十余场

音乐会，演奏了包括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等

世界级音乐大师的作品。在萧友梅的奔走下，

北京当时的高等学府，基本上都成立了音乐

系。萧友梅多年苦心经营，随着奉系军阀张作

霖入侵北京，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无奈

的萧友梅只能南下寻求新的发展。
1927 年在时任民国教育局局长蔡元培

的支持下，民国政府终于同意了萧友梅创办

国立音乐院的计划，但是创办的过程也极为

艰辛。首先是经费问题，根据萧友梅的预算，

以每年招生五十名学生，学制五年，每年的教

学经费约在 3000 元左右，此外学校的建设费

用约在 6 万元，尽管教育部是满口答应，而财

政部则以各种理由推诿。萧友梅对此深感无

奈，在时任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执行委

员杨杏佛的帮助下，获得了第一笔资金，总计

3000 元，凭着这笔微薄的经费，萧友梅开始

了艰难的创业。国立音乐院起初租用了陶尔

斐斯路 56 号作为校舍，此后由于经费问题，

数次搬迁，一方面由于音乐长期以来不受社

会重视，另一方面由于错过了开学期间，公告

发出之后，少有人问津，最后在蔡元培担任校

长的噱头下，吸引到二十多人，实际上学校一

直是由萧友梅全权负责。
经费问题始终困扰着学校的发展，甚至

严重影响到学生与学校的关系。1926 年 6 月

学校发生了学生罢课事件，萧友梅为此被迫

辞职，但是仍旧多次要求教育部免去罢课学

生的责任，保留他们的学籍。然而，令人遗憾

的是萧友梅的请求并没有得到重视，冼星海、
蒋凤之、陈振铎等人最终还是因为学潮问题

受到牵连，被取消了学籍。1929 年蒋梦麟再

次聘请萧友梅担任音乐院院长。此时，由于国

民政府修改了《大学组织法》，音乐院在该体

制中具有了合法性，因此在经费问题上有了

一定的保障。萧友梅在担任校长期间，尽可能

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发展学校的教育，最终

使其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音乐专科学校。
二、音乐救国

1940 年 12 月 31 日，年仅 56 岁的萧友

梅先生因肾脏细菌感染去世。纵观萧友梅的

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将自己满腔的热血和

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音乐。总结萧友梅的

音乐教育思想，可以归结为四个字，那就是

“音乐救国”，萧友梅自幼受维新思想的影响，

有着强烈的兴亡意识，此后又加入了同盟会，

从事资产阶级革命工作。因此，萧友梅是具有

革命思想的。不过，他的革命具体表现在音乐

领域方面，而不是政治领域。在音乐和政治两

者之间的关系，萧友梅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萧友梅认为自古以来，音乐就是为政治服务

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都是亘古

不变的道理，在《歌社成立宣言》一文中他说

道：“吾辈为适应时代需要而创作新歌，为适

应社会民众需要而创作新歌，将一洗以前奄

奄不振之气，融合古今中外之特长，借收声词

合一之效，以表泱泱大国之风。”由此可见，在

萧友梅的心中，音乐不是一种娱乐工具，而是

一种政治工具，是树立民族和国家形象的最

佳工具。因此，音乐教育是一种政治教育，是

国家教育体系中所不可或缺的。的确，西方音

乐享誉世界，对于树立和传播西方国家形象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作用。贝多芬、肖邦、海顿

等等西方音乐大师，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他

们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精神

通过音乐这种形式不断地被传递下去，被放

大，从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意

识，这是西方强大的根源所在，也正是这种理

念推动着萧友梅不断前进。
萧友梅的教育工作与音乐创作与当时

的政治事件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

以说萧友梅一直关注着国家局势。五卅惨案

发生后，萧友梅创作了《国难歌》、《国耻歌》，

音乐不仅是作者表达愤慨的工具，同时也是

攻击的武器，通过音乐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意

识到民族的危亡。九一八事变，萧友梅立即组

织学生为抗日军募捐，在当时学校经费困难

的情况下，萧友梅师生共筹集了一千多元支

援前线抗战。此外，萧友梅连夜谱曲撰写了著

名的《从军歌》，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后，萧友梅并没有离开上海，也没有

离开学生，仍旧坚持在教育的第一线，在萧友

梅看来，坚持从事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抗

日行动。1937 年，刚刚新建成的音乐院遭到

了日军的空袭，学校毁于一旦，萧友梅为此痛

心不已，但是并没有就此意志消沉，而是积极

组织，恢复教学工作。南京沦陷后，汪精卫政

府曾试图拉拢萧友梅，对其威逼利诱，此时的

萧友梅尽管贫病交加，且环境险恶，仍旧坚守

住了民族气节，矢志不渝。由此可见，萧友梅

的坚定信仰与爱国情怀。
三、历史贡献

萧友梅对中国近代音乐专业教育的影

响是全方位的。萧友梅作为一位音乐理论家、
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可以说将自己全部的才

华都用以塑造近代音乐专业教育。从北大传

习所开始，萧友梅就开始了音乐教育专业化

的宏伟事业，可以说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

这一直是他一个人的事业。从当时社会、政府

对音乐教育的态度来看，蔡元培之所以会愿

意在北大搞音乐传习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萧友梅。和蔡元培一样，萧友梅也是一个具

有纯粹教育理想的人，两者都是淡泊名利的

知识分子，因而惺惺相惜。北大传习所的成

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专业教育时代。在
此期间，萧友梅成立的管弦乐队免费为师生、
市民演奏西方音乐大师的著名作品，对于普

及音乐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升了当时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的文化品位。
从音乐理论方面来看，萧友梅的贡献也

是颇为巨大的。萧友梅所著的《和声学》、《普

通乐学》填补了国内音乐理论界的空白，这些

作品直到今天都是中国现代音乐理论的奠

基之作。《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

音阶概说》等著作开创了中国音乐比较学的

先河。《中国历代音乐沿革略考》则是系统性

地介绍中国历代的音乐及音乐教育，开创了

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先河。
萧友梅在上海创办的国立音乐院，尽管

一直存在着经费紧缺的问题，但是萧友梅始

终凭借着一己之力，勉强支撑。萧友梅并没有

因为经费问题，而降低教学质量，反而花费重

金聘请当时世界级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担任

音乐院的钢琴教师。起初，查哈罗夫并不愿意

来音乐院执教，因为这所学校并没有什么名

气，但是他被萧友梅的执著精神所打动，1929

年至 1942 年期间，查哈罗夫将自己的艺术与

生命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1930 年，萧友梅

又力邀留美音乐家黄自担任音乐院教务主任

一职。正是在萧友梅的不懈努力下，国立音乐

院成为了中国近代音乐的发源地，学校培养

了一批在近现代史上享有盛誉的音乐家，例

如冼星海、贺绿汀、丁善德、喻宜萱等。此外，

国立音乐院是按照西方音乐学校体制所建立

起来的，是第一个具有完整体制的音乐学校，

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音乐专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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