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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叔父萧友梅先生

萧淑娴

了么，、、、‘、、获、、‘、、、、、、

每沪
创卿

、
解� 州尽

、
招辉

、
衬， 、

明改 砂辉
、
够甲 侧尸卜 甲炸 够， 侧尽

，

昭辉
、 白

州， 砂曰
、

甲炸
、

不夕
、

砂， 侧炸
、
砖民 侧产

、
碑沙 够炸

、

自友梅叔父于一九四 �年故世后
，

音乐

界不少著名人士都曾著文纪念他
，

给予他很

高的评价
。

跟叔父学习过的学生和共事过的

教师
，

都认为他是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

待

人真诚热情的好长者
，

办事认真负责的好工

作者
。

今天蒙音乐界同志
，

聚集一堂隆重纪

念这位勤勤恳恳为新音乐教育事业贡献了一

生的音乐家
，

作为他的亲属
，

深感党和政府

以及同志们亲切的关怀
。

从历史发展上看
，

他对中国现代专业音

乐教育所散播的种子
，

几十年来
，

已经在全

国各地开花结果
。

因此
，
我 以为今天纪念这

位音乐教育家
，

除了由于他个人的成就值得

后人纪念外
，

还应理解为这是总结
“
五四

”
以

来这六十年间专业音乐教育的一个好习侩
。

下面
，

尽我记忆所及谈谈我对他的认识
。

�一 �

友梅叔父 在 日本 留学八年 �����年一
����年�

。

他先考入东京高等师范附中
，

毕业

后入帝国大学文科学习教育 � 同时在东京音

乐学校选习钢琴及声乐
。
一 九一三年留学德

国
，

在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同

时就读
，
以后又在梅林皇家大学哲学系及施特

恩音乐院学习
。

学 习的课 目极为广泛
，

除学

习钢琴 、 对位
、

赋格作曲法
、

配器法
、

指挥

外
，
还学 习哲学

、

教育学
、

伦理学
、

心理学
、

音乐美学
、

音乐风格学等
。

由于勤奋好学
，

�
�

使他具有了渊博的学识
。

一九一六年他的 《 中

国古代乐器考 》 ①博士论文由李曼 ��
�

�
�

�
�

�
�

��������
、

沃勒 �� ���� �和康雷第��
� �

���
�� �三位教授主持 口头答 辩 的

。

在莱比

锡 大 学 哲学系里
，

他有幸直接向著名音乐

理论家李曼
、

谢林 ��
��� ���� �以及钢琴教

授泰许莫来 ����。 ������ ��学 习
。

由于他有深厚广博的音乐学识
，
又通晓

日
、

德
、

英
、

意
、

法各国文字
，

他对 中国音

乐千余年来发展缓慢的原因作了探索
，

并和

西方音乐得 以较快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比较
。

他认为
，
中国现代音乐如要使之发扬光大

，

使之无愧于文化古国的盛名
，

首先必须立足

于音乐教育上 � 建立音乐教育机构
，

培养合

格的音乐人才
，

师范与专业并重
，

有了各方

面的人才
，

音乐艺木才能得以发展
。

其次
，

他觉得应当建立国民音乐会
，
组织专事演奏

音乐的乐 团
，
这不仅是为了给人民一种高尚

精神娱乐
，
引 起人民对美的重视与对音乐艺

术的爱好 � 同时还可藉以介绍欣赏世界各国

音乐
，

联络人类感情
，

借鉴西方
，
以取人之

长补己之短
，

来促进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与进

① 此名称是沿用以往一般的提法
，

据最近见到此论文

原格上的德文标题
，
应译为

“
关于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历代管 弦乐

队发展的研究
”

一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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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他的关于音乐教育和发展的设想
，

是和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蔡元培先生所

提倡的
“ 以美育代宗教

”
的主张是相通的

。

为此
，

蔡先生对他的理想也是极力支持的
。

他的这些想法
，

反映在他发表过的文章
、

讲

话
、

著作 以及他和词人易韦斋先生合作的歌

曲里
。

友梅叔父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

者
，

是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业方面的一

个奠基者
。

他积极响应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

的号召
，

主张
“
古今中外的音乐都要学习

” 。

从北大音乐传习所
、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及女

子大学音乐科到上海的国立音乐院
、

国立音

专他都明确规定学生们对中西音乐都要研究

学习 � 对民族音乐传统他主张应取不断改进

的方针而反对
“
故步 自封

” 、 “
夜郎 自大

”

的
“
自杀政策

’夕 �
对教师的聘任他主张

“
兼

容并蓄
”
的方针而反对狭隘的宗派偏见

�
在

教育制度上
，

他主张采用西方的科学的教学

体制与方法
，
以及

“ 因才施教
”
的方针

。

他

认为我国旧乐的精华不在于乐律理论及乐器

演奏的技巧
，

而在于历代所积累的词章曲谱
，

这是我国的音乐宝藏
，
应该进行整理和研究

。

对待音乐表演
，

他主张中西音乐并重的方针
，

如他曾积极筹办我国第一个管弦乐队
，

努力

将各国著名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听众
，
同时

也积极支持对传统
“ 国乐

”
的演出

。

他的这

些全面地研究中西方音乐
、

哲学
、

教育基础 上

所提 出的种种见解
，

给当时的音乐界以很大

影响
，

得到了同时代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

�二 �

一九二�年春
，

友梅叔父 自德经瑞
、

法
、

意
、

英
、

美周游之后回国
。

当时蔡元培先生

为北大校长
，

聘他为北大讲师
。

同年在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设音乐体育专科
，

后因

这两科的课程性质不同
，

学生难 以适应
，
经

他的提议
，
校方决定分设为各 自独立的两科

，

由他担任音乐科主任
。

一九二二年
，
原在北

京大学附设的
“
音乐研究会

”
改组为

“
音乐

传习所
” ，

由蔡先生兼任所长
，

友梅叔父任

教务主任
。

这两处的教学 目的都是为了培养

中小学音乐师资
，

有发展可能的则培养为专

业音乐工作者
。

两处的乐理
、

和声
、

作曲屯

音乐史等课程
，

他都亲 自担任教学
，
并编写

教材讲义
。

学员们除钢琴外都要学习一种民

间乐器
，

学 习期限一般都是四年
。

在校学习

期间
，

每学期都要举行一或二次音乐会
，

演

出节目中西乐曲都有
。

演唱的歌曲
，
大多是

友梅叔父为音乐科的唱歌课谱写的歌曲
。

其

中有二部
、

三部
、

四部合唱及 各种题材的歌

曲
。

如 《卿云歌 》 、 《华夏歌 》 �章太炎词�
、

《民本歌 》 �范静生词 �
、 《 “

五四
”
纪念

爱国歌 》 �赵国钧词�
，

以及和易先生合作

的
，

响应蔡元培先生的
“
德

、

智
、

体
、

美
”

四育主张的 《祝音乐教育中兴 》 、 《女子体

育》 ，
反映学校生活的如 《植树节 》 、 《农

计 》 和供学生演唱的抒情歌曲 《问 》 、 《听 》 、

《南飞之雁语 》 等
。

记得女大音乐科还曾演

出过一个用英文半说话半歌唱的小歌剧 《五

月花后 》 ，

有独唱
、

二重唱
、

联唱
、

合唱
、

午蹈

等
。

由友梅叔父任午台监督
。

这个小歌剧的

演出
，

颇得社会的好评
。

一九二二年底
，
叔父在北大音乐传习所

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并由中国人

指挥的管弦乐队
，

虽然人数甚少
，

乐器也不

全
，

要想用这样可怜的组合去介绍西方交响

乐音乐是有很大困难的
。

然而友梅叔父他们

就是用这样的乐队组合
，

在北大三院小礼堂

每年举行四
、

五次交响音乐会
，

给广大师生

介绍了海登
、

莫扎特
、

贝多芬
、

舒伯特
、

格

里格等著名作曲家的交响音乐
。

这在二十年

代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
。

记得当时哈尔滨的

一 位 俄 藉 歌 剧 团 乐队指挥来京听 了这个小

管弦乐队的演出
，
认为有发展前途

，

很愿意前

来协助演 出些俄国作曲家作品
。

友
�

梅叔父为

匕护协
�寸诬
、



此曾一再向当时北京政府请求拔款资助扩充

乐队组合的计划
，

但终因得不到经费的支持

而只得作罢
。

一九二六年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改组为

北京艺术专门学校
，

增设了音乐
、

戏剧两科
，

校长林风眠先生聘请叔父担任音乐科主任
。

在叔父已身兼两处的行政
、

教学之外又要兼

“
艺专

”
的行政及教学

。

他以惊人的坚强毅

力
，

出色的组织才能
，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
。

在艺专音乐科的学生中
，

就有后来成

为伟大的革命音乐 家的冼星海同志
。

不幸的是那时的北洋军阀政府
，
不重视

艺术教育
，

伤令将北京的音乐教育机构一律

停办
。

他惨澹经营用心血浇灌的这些音乐教

育之苗终于横遭夭折
。

在这种令人伤心的形

势下
，

幸而得到 了解他抱负
、

这时正在南京

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的支持
，

在上海

终于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院
，

由蔡先生 自

兼院长
，

叔父担任教务主任
。

这是我国现代

音乐教育史上第一个独立于其他科系的专门

学习音乐的机构
，
为我国音乐史写下了新的

一页
。

这所学校虽然初期规模很小
，

建院开

办费也极为拮拘
，

开学时的学生只有二十三

人
。

但在纷乱局势之中竟 能成立一所音 乐院
，

这实在是友梅叔父的 一大劳绩
。

当时正值一

九二七年
，

他正四十三岁
，

开始了他献身音

乐教育事业的一个最快意最富创造力的新阶

段
。

�三 �

我所熟悉的二十年代的友梅叔父同他后

来去上海之后的形象是很不相同的
。

在我的

记忆中
，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北京担任音

乐工作的那
一

段时间
。

当时我在中学就读
，

以后入女大音乐科
。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
“
勤

”
和

“
恒

” 。

他在音乐传习所和女高师

两处执教
，

奔走于石验马大街和皇城根北大

三院之间 �当时北京城内交通只有很短的有

轨 电车和黄包车�
。

叔父每天要教课
、

排练
、

写作
，

事务也不少
，

工作是很繁重的
。

然而

他以惊人的毅力承担着
。

而且每天还挤出一

些时间练习钢琴和舞剑
、

打太极拳等
。

当时

我们家里有五
、

六个女青少年学 习钢琴
，
一

架琴轮着班去练习
，

开始都是叔父亲 白教我

们的
。

为了教学之用
，

他和易韦斋合作写下

的近百首新歌
，
常常让家中我们这些女青年

先给他试唱
，
他亲 自弹钢琴伴奏

。

那时我们

家里是琴声不断
、

歌声飘扬的
。

第二是他的
“
勇

” 。

前面说过他担任两

处教学
、

写作
、

排练乐队等等工作
，

若没有

勇于任事
、

有恒不懈的精神
，

是难以胜任的
。

何况他由于先天不足
，

体质偏弱
，

承担那么

多工作
，

劳累是可想而知的
。

他的
“
勇

” ，

更重要是表现为为人正直严肃
、

谨慎多思
、

公私分明
、

不询私情的品德
，

凡是和他共事

过
、

从他学 习过的人都是公认和敬佩的
。

他

仁慈忠厚
，

爱护学生
，

对经济有困难者
，

则

设法帮助他寻找抄写工作
，

或亲 自资助
，

帮

他们渡过困难
。

对离家路远寒暑假回不了家

的学生
，

有的还常招待在家里
。

叔父是很喜欢社交的
。

记得他常在星期

六下午或星期天
，
邀请北大

、

清华
、

女大的

教授们 �有时是学校的同事
、

学生 �到家里

来茶叙
，

有时还举行些余兴
，

如唱歌
、

朗诵

诗歌
，

和朋友们一起渡过一个娱快的茶会
，

藉以舒缓一周来工作学 习的紧张情绪
。

这种

和学生们
、

朋友们 一起茶叙联欢
，

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德国学术界很流行的风尚
。

在个人感情生活方面
，

我们家属知道他

在二十年代期间
，

曾经爱过他的一位学生
，

但结果不如意
，

他曾为此非常难过
。

以后他

便以加倍努力于音乐事业的教学
、

写作
、

演

出等活动来寄托他的感情
。

直到一九三二年

�四十八岁� 才在上海和戚粹真女士结婚
。

粹真婶母 曾在幼稚园担任校长
，

是位很有才

华的女子
，

她笃信基督教
，

而叔父则是个无



神论者
，

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些不合拍
，

但感

情生活很融洽
。

他们生有一子一女
�

萧勤和

萧雪真
。

萧勤现定居意大利米兰市
，

他的抽

象派风格在欧美画坛上是很负盛名的
。

叔父的正直严谨
、

高风亮节是有 口皆碑

的
，

无庸我这里更多的表述
。

每当回忆他在

北京那一段的生活时
，

他琴室 中的陈设就清

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

三角钢琴靠着的墙面

上正中悬挂着贝多芬像
，
下面中间是萧邦像

�

右面是孙 中山先生赠给他的作为临时总统府

工作过的纪念像片
，
左面是先祖父像 � 对着

钢琴是一巨幅 巴赫画像
。

这些像片表达了他

所崇敬的人物
。
两侧挂着一付对联

，
上联是

“
岂能尽如人意” ，

下联是
“
但求无愧我心

’夕，

表达了他对工作的态度
。

他的确是一位无愧

于心的鞠躬尽粹
，
死而后已

，

终身勤勤恳恳
、

舍己为人的音乐教育事业的好工作者
、

好教

师
，
他的这种精神将是永存的

。

附录
�

萧友梅先生解放前已公开出版的

主要著作和创作
�

�
，

初中乐理教科书 �六册 �

�
、

普通乐学 �高中用�

� 二钢琴教科书

�
·

风琴教科书

�
·

小提琴教科书

�
·

和声学

�
·

曲体学

�
·

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诗�合唱曲

�
，

新霓裳羽衣舞曲 �钢琴谱�

��
·

单篇歌曲
�

卿云歌
、

华夏歌
、

民本歌 以

及许多为中学
、

大学写的校歌
。

萧友梅先生与易韦斋合著的歌曲有
�

�
·

今乐初集 �高中用�一册

�
·

新歌初集 �高等学校用�一册

�
·

新学制歌唱教科书 三册

�
·

杨花

在
�

�海音专出版的理论著作有
�

�
·

旧乐沿革�按
�

即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概述�
。

�
·

朗诵法

�
·

国音歌韵

另外
�

萧友梅先生还曾在 《音乐杂志 》 、 《乐

艺》 了 《音乐月刊 》 及 《林钟》 等刊物上发表过
“
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

” 、 “
古今中西音阶概说

” 、

“
复兴 国乐 我 见

”
等 几 十篇 论 文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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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其中有合唱曲 《 ‘
五四

’
纪念爱国歌》 、 《春江花月夜》 、 《围炉舞蹈》 ，

独唱曲 《南飞之雁语》 、

《问刀
、 《杨花》 和女声三重唱 《植树节沙等

。

上海的纪念会于 一 九八�年十二月三十 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
。

有六百多人参加
。

三十一 日上午还召

开了座谈会
，
表达 了大家对萧友梅先生的深切怀念

。

两地的纪念会的所有发言都给将自己毕生精力贡献于中国音乐事业的萧友梅先生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

恰如其分的评价
，

充分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的科学精神
，
给音乐界同志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

并一致感到开展一个从萧友梅到聂耳的研究运动
，

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将

会起积极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