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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西方的音乐传入我国。随之，西方音乐

的创作方法、各种不同风格的乐曲、演奏技法等很多的

西方音乐因素冲击着中国的传统音乐。伴随着众多西方

科学知识的涌入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中国近代音乐的发

展才正式拉开序幕。这条从无到有的探索之路倾注了几

代音乐教育家的心血。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我国近代音乐

教育宗师萧友梅和开创民族器乐高等教育先河的刘天

华。
萧友梅，字雪鹏，号思鹤，早年随父学习诗书文史，

其渊博的学识更多的来自于传统的学校教育。他曾留学

日本和德国，先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东京音乐学院、
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施特恩音乐学院。尤其是对音

乐和教育的系统学习使萧友梅储备了相当广博的音乐

及教育知识，他把二者有机结合并成功地运用于实际教

学中。回国后，他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专科、北
大音乐传习所和北平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等为阵地，广

泛宣传音乐知识，传播音乐技能。还开设了音乐理论课，

创建了中国第一支管弦乐队，创办了“乐友社”。不积跬

步无以成千里，正是这些初步的探索在当时那一特定的

历史时期，为发展我国的近代音乐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在当时那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经受了种种打

击的萧友梅始终没有放弃创建音乐教育机构的夙愿，在

蔡元培的帮助下，他终于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所专业

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并为此奋斗了一生。这

所学校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是一

所以培养音乐专门人才和师资力量为目的，以输入世界

音乐、整理我国音乐为宗旨的高等音乐学府，是创办音

乐高校的成功典范，为以后诸多音乐院校的建立提供了

可以参考的模式，是学校开展音乐教育的开端。萧友梅

十分重视学校软件设施的建设，提出师资队伍水平的高

低是学校教学质量的关键。他聘请的老师都是当时在上

海具有很大知名度的和真才实学的中外音乐家。他还主

张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自身特点来制订教学

计划，选择不同的教材，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还让学

生们自由选择老师，更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促进了教师更好地发挥各自

的教学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教学质量。他还采用学

分制和技术升级相结合的考试方法，在教学中既突出主

科的重要性，同时也注重学生多方面的基础知识的培

养，保证了学生知识结构的良性发展。他很重视师生的

艺术实践与艺术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

实践，使之全面协调发展。为了避免闭门造车，他经常与

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把最新的音乐创作方式

和音乐作品展现给中国的学生。这不仅开阔了学生的眼

界、激发了学生自觉学习的兴趣，同时也促进了中外音

乐的融合与贯通。所以在萧友梅任职期间，国立上海音

专培养了大批杰出的音乐家和音乐教师，极大地促进了

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国人的音乐素质，缩

短了中外近代音乐创作水平的差距。
国立上海音专的教学体系基本上效仿于欧洲的音

乐高校，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本民族的东西，使其

既吸收了西方教育多年总结而成的音乐教育理论，又符

中国音乐教育的先驱者
———萧友梅、刘天华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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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萧友梅和刘天华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家，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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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华则开创了器乐的改良运动，把中国传统的民间器乐和西方音乐相

融合，创作出近百首民乐曲，并提出了民乐教育普及的观点。这两位音乐教育家大力推进了中国早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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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国情。该校设有本科、研究班、附设高级中学、高
中师范及选科等多个科系，可供学员们根据各自不同的

年龄程度及实际情况对号入座。本科中又设置有理论、
作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声乐、国乐、师范等七个组，

各组中又针对各不相同的专业方向分别有其详细的主

修选修课程，使学生可以按进度系统地接受各学科的教

育。萧友梅对音乐教育专业的重视程度在学科设置上可

见一斑。因为他仅在师范专业中设置了本科和高中两个

学制，所以对于这个专业的教学系统性和规划并不是十

分的完善，这也许是受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在当

时的教育界已经是比较先进的教学理念了。
萧友梅还十分重视音乐教材的编写。因为当时音乐

教育只处于开创时期，现有教材很有限。为满足各个不

同种类的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的需要，萧友梅

亲自参与教材建设和编写工作。他所写的《普通乐学》、
《和声学纲要》、《曲体学》、《初级中学乐理教科书》、《钢

琴教科书》等著作，对当时音乐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都起

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是一批“学堂乐歌”时期的比较完备

的教材，也把歌曲及器乐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

平。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奠基人第一位堪称萧友梅，那

么第二位就非刘天华莫属了。刘天华，江苏江阴人，国乐

一代宗师。他在西洋音乐大受重视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另辟蹊径，把民族器乐引入了高等教育之中，并对其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当西方音乐进入中国后，刘天华

等音乐人主张“洋为中用”，认为西方音乐有着自身的魅

力，同时中国的传统音乐也有其自身的民族特色。他们

主张把中国的传统地方音乐和西方的古典音乐相融合，

发展成新的音乐风格，为近代中国音乐创作指明了发展

方向。
刘天华最开始接触的并不是后来颇有造诣的民乐。

受家境限制，他从小并没有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但从

中学开始就参加“反满青年团”，直到加入“开明剧社”，
一直都在乐队工作。成为江苏省立五中音乐教师后，他

才专心于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向沈肇洲

学习崇明派琵琶的全部《瀛州古调》的演奏。甚至利用暑

期跑到河南向高人学习古琴，沿途还一路寻访民间艺

人，采集各处民间音乐，刻苦钻研民乐。他还向民间艺人

虚心求教，常把街头艺人接到家里让他们弹唱，在此基

础上加工记录曲谱，并逐步开始了自己的民族器乐曲的

创作活动。随着学习和创作的深入，他发现民族民间音

乐在人民群众生活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是广大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的再现，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切感悟，所以能

与人民群众产生极大的共鸣。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
“平民文学”思想的兴起和其本身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

的热爱，他反对让音乐成为“贵族们的玩具”，提出了音

乐“要顾及一般民众”的观点。他对中国民族音乐有着深

厚的爱国主义情结，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不赞成抱残守

缺的“国粹主义”，认为发展国乐，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

固有的精粹，另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相

互调和作用中打出一条属于中国人民自身的、具有民族

特色的新道路。这促使他决定把毕生精力奉献于“改进

国乐”的事业上，并创办了“北京爱美乐社”和“国乐改进

社”等社团组织。这是他高度的爱国主义责任心的体现。
刘天华于1927年在北京联合萧友梅、杨仲子等人创

立了国乐改进社。当被聘为北大音专传习所的国民导师

后，他就把民族器乐引入了高等教育，使民间器乐从民

间口口相传的状态走上了专业化教育的道路。他打破陈

规，改良记谱法，丰富演奏技法，编成有系统的书藉。对

于乐器，他则对乐器厂提出研究改良乐器的要求，使西

方乐器为改进中国传统乐器为辅助，以创造新的音乐艺

术。为了达到改进国乐的目的，他创设了音乐研究所，并

对中国古代的音乐及乐律学进行研究。通过一系列的努

力，他创建了一套中国的音乐学。此外，他对传统宫庭音

乐、民间音乐等不同的音乐艺术形式也努力探访保存，

为研究创新中国音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刘天华对器乐的改革还体现在让二胡作为独奏乐

器登上舞台。由于历史原因民族器乐长期得不到人们的

重视，二胡仅是民间戏曲及地方音乐的伴奏乐器，地位

不高，不能上大雅之堂，存在一定弊端。于是他对其进行

改革，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民族乐器教学体系。他

通过对西洋乐器的潜心研究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

验，以二胡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对象，在训练方法和演奏

技法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创建了一套系统、科学的

教学方法。他根据演奏小提琴的各种不同技法创作了一

套二胡练习曲。通过阶段性的、目标性的练习，逐步提高

二胡的表现力，是一种比较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同时

为了提高乐谱的简便性，他对传统的记谱法也进行了改

善，在工尺谱的基础上加入表示时值、速度、力度、表情

的符号，将五线谱中一些记谱法如节奏、指法、强弱等记

号融入工尺谱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而且行之有效

的记谱方法。他突破了民族器乐口传心授的方法，使乐

曲在流传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貌。经过他一系列的改

革使得二胡音乐地内涵有所增益，成为能够独立演奏的

乐器，中外人士对二胡看法有所改变。二胡也因此进入

到了高等音乐教育中。从此民间器乐在中国音乐中的重

要性大为提升。
在教学研讨之余刘天华还创作了近百首民乐曲。从

他音乐创作上，我们可以看到融合中西方音乐元素而创

新的作品，并且和当时的社会状态及其本人的思想相契

合。如二胡曲《光明行》，是在当时中国音乐发展不容乐

观之时所作，他借此曲表达了他对国乐改革的美好前程

的期望，此曲音调雄壮有力，驳斥了那些认为中国音乐

萎靡不振的人；此曲在转调、音乐的结构及技巧上，采用

了西洋音乐的一些要素，但仍保有中国的民族风格。他

一共创作了十首二胡曲，这十首乐曲被称做刘天华十大

名曲，其中包括《光明行》、《空山鸟语》、《良宵》、《闲居

吟》、《独弦操》、《悲歌》、《苦闷之讴》、《烛影摇红》、《月

夜》、《病中吟》。他还创作了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

进操》、《虚籁》，以及器乐合奏 （下转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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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新水令》等，在创作技法上几乎都采用了中西融合

的手段，这些乐曲对于后来国乐作曲的发展有着引导性

的作用。其中《病中吟》、《光明行》、《空中鸟语》等作品

至今仍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刘天华是近现代二胡艺术的奠基人，在民族乐器改

革和演奏技艺的创新上，又是一个勇于开拓的革新家。
他毕生为民族音乐创作与教育而奋斗，在不懈的努力

下，培养了后来包括如蒋风之、陈振铎等大批专业的民

族器乐演奏家、教育家、理论家，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可以说，刘天华是中国近现代民族

音乐发展的奠基者、开拓者，是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
萧友梅、刘天华虽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各有

侧重，却都为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他们之间是存在许多必然联系的：首先，他们都生活在

中华民族经历巨大动荡的年代，亲身感受了内忧外患给

人民大众带来的痛苦。而且他们都有扎实的音乐功底和

文化根基，都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唤

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其次，他们都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走

“文化救国”的路线，试图通过改革落后的中国音乐现状

带动全国的文化运动，从而促进民族的崛起和进步。另

外，他们都学过西洋音乐，并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取

其精华，用以提高我国的音乐文化水平，发展我国的民

族音乐。但在教学思想上，萧友梅倾向于对专业音乐人

才和音乐师资的培养。而刘天华更强调初级音乐教育和

普通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把萧友梅比做舵，那么他

就是在总体上统筹协调，把握着音乐教育的前进方向。
刘天华更像浆，从对国乐的改进这一方面入手，通过创

作、演奏、教学促进着音乐教育的发展。所以，他们二者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们都以自己的毕生推动了我国

近代音乐教育的改进，是音乐教育初创时期功勋卓著的

两位爱国主义音乐教育巨匠，同时也是中国音乐教育的

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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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圆润华丽的演唱，等等。世界当代歌王帕瓦罗蒂是戏

剧性兼抒情性的演唱风格，世界男高音泰斗多明戈是抒

情性兼戏剧性的演唱风格，他们各有千秋，独具特色。歌

手在表演中，在不失自己的独特的演唱风格的基础上，

还要掌握多种多样的歌曲风格。无论在独唱音乐会上，

还是在一组曲目中，都要有鲜明的风格对比，既要有抒

情的歌曲，又要有激情性歌曲；既要有民歌，又要有咏叹

调；既要有浪漫性歌曲，又要有圆舞曲，等等。演唱曲目

的变化和对比，会丰富演唱会的演唱内容，增添演唱特

色，使每首歌曲各放异彩。
再次，声乐作品的遴选原则。在掌握一定的歌唱技

能技巧之后，选唱适合自身的声乐作品进行演唱实践成

为重要环节。声部、音色、音域、技术能力的把握是遴选

声乐作品的依据。其中，音色的个性因素和共性因素要

考虑得更为细致。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学的成功，

来自于对时代特征和不同歌手的个性特点及对中国民

族音乐的深刻把握。七字方针贯彻在其教学中———声、
情、字、味、表、养、象，他培养了大批歌唱家如：彭丽媛、
宋祖英、戴玉强，等等。音色把握得如何，首先看其表达

情绪，在情绪的控制下，还要看表演者怎样去用他的演

唱技术去调节音色，使用声门、喉位、气息、共鸣腔来调

节音色，这是演唱者进行二度创作的的重要手段。歌曲

的音色也就是歌唱声音的色彩，无论在一首歌曲中，还

是在一组歌曲中，演唱者都必须运用各种不同演唱方

法，来增强演唱的感染力。歌唱声音的色彩是情绪和情

感的外在表现，是情绪和情感的必然产物。当演唱一首

歌曲时，一定要根据情绪和情感的需要，选用恰到好处

的音色，以便使歌曲得到更加真实感人的效果。
综上，笔者认为，声乐教学不应以唱法起争端，而应

以真正表达作品内涵、掌握作品表现风格为基准，提倡

多元化教育理念，提倡“双百”教育方针，突破旧有的声

乐教学体系。在21世纪世界各国艺术多元化发展的今

天，声乐艺术培养的人才应具有独立的艺术人格和全面

发展的个性。音乐教师不仅要研究声乐艺术的生理模

式，更要注重个性心理的培养和演唱气质与个性风格的

培养。以人为本、全方位、多层次的提高演唱人才素质，

已然成为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课题，站在教育制高点上

培养人才、塑造教育精品是高校声乐教师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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