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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试论萧友梅、刘天华对我国早期专业音乐教育的贡献
⒇

冯　蓉
（辽宁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辽阳 111000）

［摘　要 ］　　萧友梅和刘天华是我国近代教育家�在我国是为初出的音乐教育阶段的启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萧友梅把音
乐和教育相结合�并成功的运用于实际教学中�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保留了丰富的音乐教育上的经验。刘天华则开创了器乐
的先河�把中国民族的器乐率先推上了世界舞台�以及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民乐曲�提出民乐普及的观点。大大的推进了音乐
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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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音乐教育是在上个世纪初�伴随着众多西方科学
知识的涌入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才
正式拉开序幕的。

这条从无到有的探索之路倾注了几代音乐教育家的心
血。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首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家之一的宗
师萧友梅和开创民族器乐高等教育先河的刘天华。

把萧友梅称作近代音乐教育的宗师是因为他把音乐这
一学科首次纳入了系统的轨道�并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具有国
际水准的独立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院 （即
后来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另外�他在作品、论著、办
学经验等方面也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萧友梅�字雪朋�号思鹤�早年随父学习诗书文史。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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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有机结合并成功的运用于实际教学中。回国后�他以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院音乐专科、北大音乐传习所和北平艺术专
门学校音乐系等为阵地�广泛宣传音乐知识和传播音乐技
能�还开设了音乐理论课、创建中国第一支管弦乐队、创办
“乐友社 ”…… 不积跬步无以千里。正是这些初步的探索�
为当时那一特定历史、社会阶段发展音乐教育提供了实践经
验。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经受了种种打击的萧友梅始终
没有放弃创建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夙愿。在蔡元培的帮助
下�终于创建了上海国立音乐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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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关键。所
以他聘请的老师都是当时上海具有很大知名度的具有真才
实学的中外音乐家。他还主张因材施教�让学生自由选择老
师�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又促进老师更好的发挥各自的教学
优势。他还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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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注重学生多方面基础知识的培

养�保证了学生知识结构的良性发展。他也很重视师生的艺
术实践与学术研究�使其理论与实践得以统一并达到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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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也促进了中外音乐的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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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
提高了国人的音乐素质�缩短了中外音乐水平的差距。国立
上海音专的教学体系基本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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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多年总结而成的科学性、系统性�又符合中国国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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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接受各学科的教育。萧友梅对音乐教育专业的重视程度可
以在学科设置上可见一斑�因为他又在师范专业设了本科、
高中两个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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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各不相同种类
的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的需要亲自参与编写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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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教科书》等著作�对当时音
乐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是一批以
“学堂乐歌 ”时期的乐歌书更完备的教材。也把歌曲及器乐
的创作提高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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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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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贡献。

刘天华最开始接触的并不是后来颇有造诣的民乐。受
家境的限制�他从小并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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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
乐队工作。直到他成为音乐教师后�才师从二胡、琵琶名师�
刻苦钻研民乐。他还向民间艺人虚心求教 （下转第1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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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除以上句型和短语之外�还应注意以下含介词的、与

ｔｉｍｅ一词有关的短语。这些含 ｔｉｍｅ的短语中所涉及到的动
词的时态比较灵活。例释：

例20：Ｗｅｃａｎｎｏｔｗａｉｔｆｏｒａｎｙｏｎｅｗｈｏａｒｒｉｖ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ｉｍｅ．
（迟到 ）
例21：Ｗｅａ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ｕｓｔｗｏｒｋ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ｉｍｅｔｏｇｅｔｔｈｉ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ｆｉｎｉｓｈｅｄ．（抢时间�尽快 ）
例22：Ｈｅｄｉｄｎʾｔｗａｎｔｔｏｇｏｔｏｓｃｈｏｏｌａｈｅａｄｏｆｔｉｍｅ．（提前 ）
例23：Ｔｈｅｗｏｒｋｗｉｌｌｂｅ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ａｌｌｉｎｇｏｏｄｔｉｍｅ．（及时�来

得及 ）
例24：Ｉｋｅｐｔｉｔａｌｌ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ｏｒｅｍｉｎｄｍｅｏｆｙｏｕ．（一直 ）
例25：ＡｔａｔｉｍｅｌｉｋｅｔｈｉｓＩｄｏｎʾｔｇｒｕｄｇｅａｔｈｉｎｇ．（在…的时

候 ）
例26：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ａｔａｌｌｔｉｍｅｓｂｅａｗａｒｅｏｆｏｕｒｏｗｎｓｈｏｒｔｃｏｍ-

ｉｎｇｓ．（在任何时候�经常 ）
例27：ＡｔｏｎｅｔｉｍｅＩｌｉｖｅｄｉｎＪａｐａｎ．（一度�过去曾经 ）
例28：Ｔｈｅｙａｌｌｔｒｉｅｄｔｏｔａｌｋａｔｏｎｅｔｉｍｅ．（同时 ）
例29：Ｉｌｉｋｅｉｔｂｕｔ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ｔｆｒｉｇｈｔｅｎｓｍｅ．（但与

此同时�尽管如此 ）
例30：Ｔｈｅｔｗｏｖｉｓｉｔｏｒｓａｒｒｉｖ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同时 ）
例31：Ｉｔｏｌｄｙｏｕ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ｈａｔＩｔｈｏｕｇｈｔｙｏｕｗｅｒｅｓｔｕｐｉｄ．

（那时候 ）
例32：Ｉｄｏｆｅｅｌａｌｉｔｔｌｅｎｅｒｖｏｕｓａｔｔｉｍｅｓ．（有时候 ）

例33：Ｓｈｅｗ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ｉｍｅ�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ｅｍｓｗｉｔｈ
ｈｅｒ．（提前�早到 ）

例34：Ｉｔｗａｓａｓｌｅｅｐｙ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ｗｎ�ａｂｏｕｔ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
ｔｉｍｅ．（过时�跟不上时代�落伍 ）

例35：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ｓｒｕｎｎｉｎｇｂｅｈｉｎｄｔｉｍｅ．（不及时�晚点 ）
例36：Ｉｄｉｄｎʾｔ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ｔｏｓａｙｆｏｒａｔｉｍｅ；ｔｈｅｎａｎｉｄｅａｏｃ-

ｃｕｒｒｅｄｔｏｍｅ．（一时�一下子 ）
例37：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第一次 ）
例38：Ｂ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ｍｅｂｅｉｎｇｈｅｄｉｄｎｏｔｐｕｒｓｕｅ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

（暂时 ）
例39：Ｓｈｅｓｅｎｔｐｏｃｋｅｔｍｏｎｅｙｔｏｈｉｍｆｒｏｍｔｉｍｅｔｏｔｉｍｅｆｏｒａ

ｙｅａｒ．（不时地 ）
例40：Ｈｅｇｏｔｔｈｅｒｅｉｎｇｏｏｄｔｉ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ａｉｎ．（及时地 ）
例41：ＭｉｓｓＴｈｏｒｎｉｓｇｏｉｎｇｕｐｔｏＬｏｎｄ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ａｙｓʾｔｉｍｅ

ｔｏａｔｔｅｎｄａｍｅｅｔｉｎｇ．（在…之后 ）
例42：Ｉｎ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ｉｍｅｔｈｅｙｍａｒｒｉｅｄａｎｄｌｉｖｅｄｈａｐｐｉｌｙｔｏ-

ｇｅｔｈｅｒ．（经过一定时间 ）
例43：Ｗｅｄｉｄｎʾｔａｒｒｉｖｅｉｎｔｉｍｅ．（及时�在规定时间 ）
例44：Ｏｎｅｃａｎｇｅｔｏｖｅｒ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ｉｎｔｉｍｅ．（最后 ）
例45：Ｉｎｔｉｍｅｔｏｃ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ｍａｙｂｅｔａｋｉｎｇｈｏｌｉｄａｙｓｏｎｔｈｅ

ｍｏｏｎ．（将来 ）
例46：Ｈｅｒａｒｅｌｙｇｅｔｓｔｏｗｏｒｋｏｎｔｉｍｅ．（准时�正点 ）◇

［责任编辑：李丹 ］

（上接第102页 ）并逐步开展了自己的民族器乐曲的民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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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意义�并能产生极大的共鸣。加
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 ” “平民文学 ”思想的兴起和其本身对民
族音乐文化的热爱�使他决定把终身贡献于 “改进国乐 ”的事
业。并创办了 “北京爱美社 ”和 “国乐改进社 ”等社团组织�
希望通过发展国乐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从而达到振
兴民族的目的。就象他说的那样要 “顾及一般民众 ”�并对垂
绝的国乐有所补救�这也是他高度的爱国主义责任心的体
现。刘天华被聘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国乐导师后�把民族器
乐引入高等教育�使其从民间状态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他
打破陈规�让二胡做为独奏乐器登上舞台。不仅为民族器乐
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也大大提高了民族器乐在舞台上的地
位。使人们在学习西方音乐的同时注意到了民族器乐特有
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内在潜力�突出了民族特色�激发了国
人的民族自豪感。是今天民族器乐的蓬勃发展成为可能。
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业民族器乐演奏家、教育家、理论家。

由于历史原因民族器乐长期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存在一
定弊端。于是他对之进行改革�在对民族器乐加以改革、完
善的同时�刘天华逐渐摸索了一套自己的民族器乐教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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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常见最易于人们接受的二胡技法上做改革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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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据小提琴的各种不同方
法创作了一套二胡的练习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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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传统的记谱法进行改善�在工尺谱的基础上加入表示时
值、速度、力度、表情的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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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持了原貌。扩大了民族
器乐的流传广度。在教学、研究之余刘天华还创作了近百首
民乐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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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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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都是生活在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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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学习过西洋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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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华更像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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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以自己的全力推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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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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