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

基金课题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四川音乐学院2015年研究生科研课题的结题成果，课题编号：CYYJS201505

王光祈和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之比较
——及对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的启示

徐双雨
（四川音乐学院，四川 成都　643000）

摘　要：王光祈和萧友梅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位的著名音
乐家，他们都怀抱强国理想，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强国梦。
对二者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获得
更多启示，从而为更加科学、合理地展开在当今中国的音乐教
育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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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光祈的音乐教育思想
1.1　时代背景及当时我国音乐教育的状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

成的时期，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强 .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
国主义过渡，列强侵华进入新阶段、清政府逐渐被降服、中国
逐渐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这个阶段最主要的特征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19世纪末20 世纪初，新式学堂开始出现，西方音乐文化和
音乐教育理念随之进入中国。新式学堂的建立，为近代音乐教
育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以“学堂乐歌”为标志的中国近代音乐
教育从此拉开序幕。

1.2　王光祈的个人经历及与音乐教育相关的社会活动和
学术专著

1892年8月15日，王光祈出生于四川温江，他在童年时就
喜欢吹奏笛箫，对音乐很有浓厚的兴趣，读中学时又对川剧很
着迷，这些都为他后来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08年，王光祈进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读书，1912年
毕业于成都府中（即现在的石室中学）。1914年，他考入北京
中国大学学习法律，并以以优异成绩（第二名）毕业。在北
京求学期间，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1920年4月，王光祈赴德国
法兰克福学习政治经济学，1922年起，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学
习小提琴。一年以后，他决定放弃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转到柏
林一所音乐学校，开始学习钢琴、小提琴和音乐理论。1927年，
在王光祈考入柏林大学以前的四年中，他已在国内发表了《德
国人之音乐生活》（通讯十篇）、《东西乐制之研究》、《欧洲音乐
进化论》等众多篇音乐方面的著述。王光祈进入柏林大学以
后，以音乐学作为主课，学习了七个学期，课程包含音乐理论、
钢琴、音响学、乐器学等。1933年10 月，王光祈受聘于波恩大
学东方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课。1934年，他以论文《论中国古
典歌剧》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1月12日，病逝于
德国波恩。

王光祈在德国的十多年里，陆续写了18本音乐专著、论文
40余篇。王光祈很重视大众音乐教育，他在论文《德国国民学
校与唱歌》中，阐述了德国音乐能够普及的原因及音乐教育的
一些基本常识，还介绍了国民学校音乐教育等内容。他在介绍
德国国民学校的音乐状况时，还将其与中国的音乐文化和音
乐教育现状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比较。他在 1927 年写的《德
国音乐教育》这篇文章中，将德国音乐分为中小学音乐教育、
私家音乐教育、大学音乐教育及社会音乐教育四大方面，分别
并加以论述，这成为了我们了解当时德国音乐的教育的第一
手资料。王光祈还特地为国内的小学编写了一部《小学歌唱
新教材》，为我国初级音乐教育的实施做出了探索和尝试。［1］

1.3　王光祈的音乐思想及音乐教育思想
王光祈是我国乃至整个亚洲，最早采用德国柏林学派比

较音乐学的方法进行比研究的人，他系统学习并接受了柏林
比较音乐学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在《东西乐制之研究》

（1926）、《东方民族之音乐》（1929）和《中国音乐史》（1934）

等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比较音乐学成果。尤其是在比较音乐
史学方面，王光祈的研究不仅确立了该学科的学术地位，更取
得了西方学者难以企及的成就。

在音乐教育方面，王光祈肯定美育的重要作用。他在《东
西乐制之研究》中谈到音乐的美感： “音乐之中含有‘美感’，
能使人态度闲雅，神思清爽，去野入文，怡然自得，以领略有生
之乐。”“习音乐乃是涵养德性之妙法，胜于读一百本‘修身教
科书’。”［2］王光祈把音乐中的节奏、旋律、结构与审美者的人
生价值联系起来，倡导美育中音乐的意义。王光祈还以德国为
例： “现在德国虽遭战败，内则经济困难，外则强邻压迫，然德
国人士仍无不兴趣浓厚，向上进取，无时或息，决不似中国人
之稍遇挫折，便生意索然，这便是德国国民学校注重兴趣教育
的结果。”［3］

可惜的是，由于王光祈英年早逝，出国学习之后就没有回
到国内，所以他对当时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影响甚微。

2　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
2.1　萧友梅的个人经历及与音乐教育相关的社会活动和

学术专著
萧友梅1884年出生，五岁随父移居澳门，进入“灌根草堂”

读书，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和算数，还学习英语和日语。当时，萧
友梅的邻居是一位葡萄牙牧师，他时常弹奏风琴，萧友梅对风
琴的声音充满了兴趣，成为萧友梅最初的音乐启蒙。1899年，
萧友梅15岁时进入广州第一所新式学堂——时敏学堂读书。
1902年，萧友梅自费日本留学，学习钢琴、声乐。1913年，29岁
的萧友梅进入莱比锡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科学习，与此同
时，他还在莱比锡国立大学哲学系听课。1916年，萧友梅向莱
比锡大学哲学系提交《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
究》（即《中国古代乐器考》），通过答辩之后，萧友梅获得了哲
学博士学位。由于一战爆发，中德交通阻断，无法回国，萧友梅
到柏林大学哲学系进修，并在柏林施特恩音乐学院学习作曲、
配器、指挥等课程。

1920年，萧友梅回国，开国内专业音乐教育之先河，1920年
至 1927 年间，先后担任北大音乐研究会（后更名为北人附设
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北京国立女
子师范大学）和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主要负责人。1927 年，
北京军阀政府停办这些音乐教育机构，萧友梅在蔡元培的帮助
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现代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上海国
立音乐院（1929 年后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蔡元培任校
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1940年5月，应教育部之聘，萧友梅担
任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1940年12月31日，萧友梅因结核菌侵
入肾脏引起肾脏大出血，抢救无效，逝于沪上。

2.2　萧友梅的音乐思想及音乐教育思想
萧友梅在《音乐的势力》《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

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以及《旧乐沿革》等文章中
表达了他认为中国音乐落后这一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国的
记谱方式落后，就是有极好的音乐，也很容易失传了。［4］其次，
他认为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没有人研究改良乐器”［4］了，
还认为中国的乐器无法像西洋乐器那样，演奏半音及和声。萧
友梅认为“中国音乐的根本缺陷是没有和声，没有转调”，所以
无法发出“千变万化的音响”。除了西洋的乐器、乐谱、乐理之
外，萧友梅还认为中国的音乐教育非常落后。“西洋音学的进
步全凭讲究音乐教育”，①而中国音乐落后，也正是由于自唐宋
以来，“一直到民国还没有人出来认真提倡音乐教育”。

然而，萧友梅也并非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人，如在音乐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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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课程设置上，萧友梅除安排中国古代音乐史课外，还安
排学生选修民族乐器。在各个专业音乐院校专业的科、组设置
上，萧友梅规定必须设立专门的国乐组、科。另外，他还聘请民
乐演奏家如刘天华、朱英等，在他创办的各个音乐系科、院校
中任教。但是，也有因其有国乐落后的观点的影响，使他在专
业音乐教育上，以传授西方音乐理论为主，导致后来音乐学院
中的许多学生都不知道板眼和工尺谱为何物。同时，由于完全
采用西方的教学模式，传统的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在专业音
乐教育中被淡化。

其实五线谱也只是记录音乐的一种方式。用五线谱把音
乐记录下来，固然有利于音乐的保存，但是音乐是声音的艺
术，五线谱是图形记录，所以只能记录出音乐的大致轮廓，无
法精确记录出音乐本身。同时，我们传统的口传心授的教学方
式，对于传递音乐中的无法用图形表现的内容具有不可替代
的优势。

在19世纪末的欧洲，浪漫乐派已经逐渐衰落弱，在东欧，
一些音乐家如斯美塔那、格里格等，强调向民间音乐学习，逐
渐形成民族乐派；在西欧，德彪西、拉威尔等音乐家从非欧音
乐中吸收养分，形成了印象派音乐。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
仅代表先进文化的欧洲作曲家们在自觉地冲破欧洲文化中
心，比较音乐学更是从理论上开始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冲击。萧
友梅虽然是在西方受的音乐教育，可是他并没有把当时正在
兴起的比较音乐学等前沿、先进的音乐思想带回来，而是受到
了当时流行在欧洲的已经开始没落的“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
的影响，把西洋音乐中的观念当作准绳来衡量中国的音乐，给
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在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中，美育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
位。早在1920年他就提出：“音乐同唱歌于美育很有关系。”［5］

1939年3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交的《改革现行中学音
乐课程案》中他还特别强调，普通音乐教育乃是以美育为基本
原则，要求中学音乐教育应利用音乐的感化功能，达到两个目
的，一是美化学校生活；二是陶冶学生德性。

3　王光祈和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之比较及对当今中国
音乐教育的启示

3.1　关于美育
最早提出美育理论的人是席勒，在《美育书简》中，他将

古代希腊社会与近代欧洲社会进行了对比，认为在古希腊社
会中，人的天性是完整和谐的，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十分谐调。
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不仅使社会和个人产生严重的分裂，也使
个人本身在物质和精神、现实和理想、客观和主观等方面产生
严重的人性分裂。要使分裂的人性得以复归，必须通过审美的
途径，因为只有在审美状态中的人才能摆脱任何限制，使失落
的人性得以复归。

在我国最早提出美育思想的是蔡元培，在他看来，美育是
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王光祈和萧友梅的美育思想与蔡元
培的美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更加认同美育的
重要性，因为它不仅能够提高人的审美素养，还可以陶冶情
操、净化心灵，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全面发展有积极作用。近
年来，学校美育虽然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但总体上看，仍是整
个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

为进一步强化美育育人功能，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改
变一些地方和学校对美育育人功能认识不到位，重应试轻素
养、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应付、挤占、停上美育课等现
象，2015年9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政策措施，提出到2020年，初
步形成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美育的相互衔接、课堂教学和课
外活动相互结合、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促进、学校美育和社
会家庭美育相互联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

3.2　关于对待中国音乐的态度
王光祈和萧友梅对待中国音乐，持完全不同的态度。王光

祈是中国乃至东亚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先行者。比较音乐学是
20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以欧洲以外各民族或种族的音乐文
化为对象，通过跨民族对比研究的方法，来揭示人类音乐文化
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门音乐理论分支学科。王光祈系统接收
了柏林学派比较音乐学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在《东西乐
制之研究》（1926）、《东方民族之音乐》（1929）和《中国音乐
史》（1934）等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比较音乐学成果，尤其是
在比较音乐史学方面，王光祈的研究不仅确立了该学科应有
的学术地位，更取得了西方学者难以企及的成就。王光祈站在
比较音乐学的角度，认同和肯定中国音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比较音乐学”这个名称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民族音乐学”
这个名称所替代，如今，民族音乐学者们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
文化平等的立场，掀起了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
音乐文化的热潮，欧洲音乐早已不再被认为是独霸全球最“先
进”的音乐了。

萧友梅则“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以西洋音乐为
参照体系来衡量中国音乐，认为中国音乐落后。他所主持的中
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基本上也是以德奥为中心的欧洲音乐教
育体系为摹本，教学内容也是以欧洲古典音乐为主。当时建立
的教学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对我们当今的中
小学音乐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音乐教育都有很深的影响。这些
影响具体表现在：学习西方乐器的人数大大高于中国乐器的
人数；对西方音乐作品（特别是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以来的音乐
作品）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了
解；对西方音乐理论的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出
了对中国音乐的理论研究；音乐创作、美学评价等方面也均以
西方音乐为准绳⋯⋯

21世纪的今天，中共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社会文明形态，它包括尊重
自然、与自然同存共荣的价值观，以及在当今经济与技术全球
化的大趋势下，重新审视民族的、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所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等。在这样一个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
会向生态社会转向的背景下，我国的音乐教育也应跟上时代
的步伐，充分认识和肯定我们自己民族丰富的音乐文化价值
和意义。从音乐教育角度，积极保护、传承、发展我们传统的、
民族的音乐文化，也唯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世界舞台上失去
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
注释：①“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音

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原载于1920年5月北京
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现载于《萧友梅音乐文集》第
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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