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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

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萧友梅纪念活动在京举办

口宋学军

为
纪念国立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成立 �� 周年和国立音乐

院成立 �� 周年
，

庆贺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成

立十周年
，
中央音乐学院

、

上海音乐学院
、

北京大学
、

北京音乐家协

会
、

中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于 �� 月 �� 日在京举行了萧友梅纪念碑

揭幕式暨�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

《萧友梅全集》 �第二卷 �首发式
与纪念座谈会

。

专程从意大利回国的萧友梅之子
、

著名画家萧勤先

生与在京亲属
，
萧友梅当年的学生

、

同事及其子女
，
五家主办单位

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音乐院校和音乐教育机构的音乐专家学者

近 �� 人往会
。

当日上午举行了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
社 �

、 《萧友梅全集 》 �第二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首发式与
纪念座谈会

。

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黄旭东主持会议
。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招

、

上海音乐学院

院长杨立青
、

北京大学文科主管副校长张国有
、

北京音乐家协会主

席谭利华
、

中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方炳悼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
。

王次熠院长在致辞中指出
，

萧友梅是现代音乐教育开基创业

的一代宗师
，

也是现代音乐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
。
记得 ����

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萧友梅逝世 ��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时
，
已故的

前中国音协主席李焕之先生曾经讲过
，
蔡元培和萧友梅所创办的

国立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 �哺育了中国第一代专业音乐

人才
，
他们成为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栋梁

，
又为今天中国的音乐教

育事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后继者
。
萧友梅先生所期望的振

兴中华民族音乐文化
，

自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宏愿现在已经实现
。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
，

饮水思源
。

认真总结和研究以萧友梅先生为代

表的先贤们所开创的中西兼容音乐道路的宝贵经验
，

在新的社会

历史时期
，

建设和发展多样化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
，

使其进一步跻

身于世界音乐之林
。

杨立青院长表示
，
萧友梅先生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

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

令
‘’

上音
”

人永远铭记
。

在上海音乐学院成立

��周年来临之际
，

他代表上海音乐学院师生表达对萧友梅先生最

崇高的敬意
。

他指出
，

今天我们纪念萧友梅先生
，

领悟他领时代之

先的创新精神
，
对我们今天音乐事业的发展仍有深刻的借鉴作用

。

让我们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
，
不断有所突破

，

有所创新
，
以完成前

人未竟的事业
，
开创足以同伟大时代交相辉映的中国音乐的辉煌

明天
。

受许智宏校长的委托
，

张国有副校长首先代表北京大学对纪

念活动的举办表示衷心祝贺
。
他指出

，

作为我国第一个音乐教育机

构
，
蔡元培和萧友梅所创立的北大音乐传习所培养了诸如冼星海

等著名音乐家
，

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北大音乐

传习所的建立
，

开创了在中国大学里进行音乐教育和传播的先河
，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人的管弦乐队
，

在中

国教育史
、

特别是音乐教育史上书写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篇章
。
北

大音乐传习所是近代中国音乐教育的起点
，

现代中国音乐的火种
。

��年后的今天
，
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音

乐教育水平已经大大提高
，

音乐专业人才大量涌现
，

并在国内外取

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
。

但是
，

我们对音乐教育的认识仍不完整
、

不

全面
，

对音乐教育的定位不够完整和准确
，

认为音乐教育的重点是

培养专业层面的人才
，

极大地忽视了音乐教育作为对广大非专业

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
。
今天

，

我们缅怀和追思萧友梅

先生
，

就是要学习和光大萧友梅全身心贡献音乐艺术事业
、

投身人

才培养的精神和气节
。
中国的大学和社会有了这样的精神

，

就一定

能够开创高等教育和文化事业辉煌发展的时代
，
一定会迎来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

谭利华主席因病未出席活动
，
他的发言由该协会副主席

、

秘书

长陈卫东代为宣读
。

他主要谈了两点
�
�

，

作为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

监兼指挥
，

他说
，
上世纪 ��年代

，

萧友梅在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全

部由中国演奏员组成的
、

由先生出任音乐总监
、

唯一指挥并亲自撰

写节目单的
、

其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人的管弦乐队
，
并于 ����年 �

月 �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 �今沙滩后街高教出版社院内 �

举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由中国人指挥中国人演奏的交响音乐会
，

�� 人阮衣鑫 无勿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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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揭开了中国交响乐发展史的第一页
。

对于从事交响乐事业的

人来说
，
这是一个应该记得也值得纪念的日子

。
�

�

作为上海音乐学

院校友
，

他指出
，

萧友梅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
，
义无反顾

、

执著地为

培养音乐人才而辛勤工作
。
正如萧友梅的学生贺绿汀所说

� “

如果

没有萧先生为之含辛茹苦
、

百般操劳的
‘

老音专
’ ，

就不可能有

����年解放后的上海音乐学院
，
更不可能有目前活跃在国内外

，

使我国的音乐文化在世界大放光彩的各方面杰出的音乐人才
。 ”

萧先生呕心沥血
、

坚忍不拔的办学精神
，

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深深怀

念和好好学习
。

中山市政府方炳悼副秘书长指出
，

作为一位从孙中山家乡走

出来的爱国者
，

萧友梅始终不忘以音乐为武器
，
用音乐唤醒民众

，

为民族的音乐事业不懈奋斗
。

他让家乡人民再一次感悟到音乐的

教化
，
艺术的良知和创新的力量

。

家乡人民永远怀念他
。

国立音专首届毕业生
、

女高音歌唱家
、

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兼声乐系主任
、

现年�� 岁高龄的喻宜首之子管维拉
，

作曲家
、

原上

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之女贺元元
，
原国立音专教务主任陈洪之

子
、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陈比纲
，
原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

作曲

家丁善德之女丁柬诺等萧友梅当年的学生
、

同事的子女们也在纪

念会上先后发言
。
他们中有人曾经有幸与萧友梅有过接触

，

有的是

从自己的父母那里了解和认识萧友梅的
。

追思这位先辈的为人和

事迹
，

他们心中都充满了崇敬与怀念之情
�

萧友梅胸怀振兴中华的

壮志
，

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创办了国立音乐院
�
勤俭办学

，
四处奔

波
，

辛勤耕耘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

，
不惜重金

、

三顾茅庐聘请各方面

音乐人才 �不仅将西洋音乐引入中国
，
还重视对民族

、
民间音乐的

传承
，
重视学生演奏

、

演唱中国作品
�不仅创办专业音乐教育机构

，

还重视音乐的普及工作
，

重视国民音乐文化素质的提高
。

他播撒下

的种子
，
已经发芽

、

开花
、

结果
。

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靳学东
、

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周广平
、

南

京艺术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居其宏
、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刘再生和上海音乐学院王勇等
，

也对活动的举办表达了祝贺之情
。

他们认为
，

萧友梅是 ��世纪中国新音乐之父
，

他学习西乐
、

改造旧

乐
、

创造新乐
，

既是战略家
，
又是实践家

。
对音乐历史人物的研究与

评价
， “

史料
”

与
‘’

事实
”

始终是第一位的
，
不断发现

、

发掘音乐史

料
，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研究

，
是真实浮现历史的重要前提条

件
。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和�萧友梅全集 》 �第二卷 �的出版 ，

使

萧友梅的史实面貌更加清晰
，
对于全面了解萧友梅音乐思想

、

音乐

教育理论和音乐创作
，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会上还宣读了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柯芳隆和吴漪曼教

授
、

旅居加拿大的萧友梅亲属萧酩和山东艺术学院孙继南教授发

来的贺信
。

大会发言之后
，

举行了�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和 《萧友梅全
集》�第二卷 �的首发式 。

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逢焕磊和上海

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共同揭开了盖在书上的红绸布
。

中央音乐学

院副研究员汪朴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沈庭康分别介绍了两本书

的编纂情况
。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 》是一部文图并重 、

一一注明史

料出处
、

按年月记述萧友梅生平事迹的著述
。
它形象

、

生动
、

客观地

再现了萧友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音乐教育为中心的生活
、

学

习与工作经历
，

全面
、

真实地反映了萧友梅的爱国情操
、

敬业精神
、

执着追求及其音乐思想
、

创作成果
、

学术业绩
、

人材培养
、
历史贡献

和独特的个性
，
以及他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与后人对他的敬重与缅

怀
。

�萧友梅全集 》 �第二卷 �收辑了萧友梅自 ����年以来写作

和发表的 ���首�部 �音乐作品��萧友梅全集�第一卷为文论专

著卷 �
。

隆重的纪念活动让萧友梅之子萧勤先生感动不已
，
几度落泪

。

他怀着感恩之情发表了简短的感言
，
并将自己珍藏的萧友梅的三

件珍贵文物赠送给中央音乐学院
�

宣统二年����� 年 �清政府颁

发给萧友梅的
”

文科举人证书
” ，

民国二十二年�����年 �友人戴

筱农赠送
、

印有萧友梅夫妇合影的瓷碟以及萧友梅的备忘录—
雪真�萧友梅之女 �诞生日记

。
随后

，

经萧勤和学院同意
，

中央音乐

学院又将这批文物转赠给萧友梅的故乡—中山市
。

萧勤先生还

向中央音乐学院赠送了一尊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塑造的萧友梅铜

像复制件
。

下午
，

在北京西郊香山碧云寺下的萧友梅祖坟所在地举行了

萧友梅纪念碑揭幕仪式
。
萧友梅于 ����年 �� 月 �� 日逝世后

，
翌

年 �月安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
。

令人可惜的是
，
由于多种复杂

的历史原因
，

该墓地
、

墓碑已不知去向
。
北京是萧友梅回国后最早

开创事业的地方
，

经中央统战部批准并在北京市委
、

海淀区委统战

部的支持与协调下
，
五家主办单位联合在萧家祖坟所在地建立了

一座自然石纪念碑并栽种八棵翠柏�纪念北大音乐传习所成立 ��

周年
、

上海音乐学院成立�� 周年 �
。
这样既可弥补上述憾事

，
又有

了一个不同于塑像与墓碑的永久性纪念物
，
以供后人瞻仰与缅怀

。

纪念碑于 ���� 年 �月动工兴建
，

�� 月落成
。
纪念碑碑体是一块重

�吨
、

高 �米的广东英德黑石
，
正面右边镌刻着

“

纪念中国专业音

乐教育的开拓者奠基者萧友梅博士�����一�����
” ，
居中刻的是

“

跟随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萧友梅 一

九三七
” 。
纪念碑的背面刻有萧友梅的座右铭

“

岂能尽如人意
，

但

求无愧我心
” 。

五家单位领导和萧勤先生共同为纪念碑揭幕
。
与会者怀着敬

仰与思念的心情为纪念碑献上鲜花
，

并在纪念碑前摄影留念
。

宋学军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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