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与舞蹈学

MUSICOLOGY AND DANCOLOGY

77

美国音乐教育中提倡的“综合音乐感”就是在这种音乐思想下应

运而生的。这种教学思想提倡对学生的启发，鼓励学生主动去创造音

乐，无论是乐曲、风格甚至是乐器的使用方法，都可以进行重新创造。

这一教学法由于对器材设备要求较高，在我国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学习

与研究，但是鼓励创造的思想已经在各音乐专科学校中传播开来。

二、新趋势产生的新问题

我国音乐教育学界十分热衷于对西方音乐史中出现的思想进行

学习借鉴，并进行本土化的尝试。但是，这种学习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本土化程度不够。有些学校和教师只是接触了一些西方音

乐教学思想的皮毛，或是对本地的情况没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就盲目

的将西方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照搬过来。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有自己独

特的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极大，并导致了很多教学方法

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西方先进思想的精

髓，再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思想的本土化。

第二，改革流于形式。一些学校没有充分认识到学习西方音乐思

想的重要性，将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实践当做“装点门面”的工程，只

在一些公开活动上将这些思想与方法“表演”出来给家长、教师、视

察领导“观赏”。有的学校甚至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采购贯彻西方音

乐思想的设备，却从不真正投入使用。这种方法，不仅浪费人力物

力，对于思想的实践也毫无意义。

第三，教师的思想观念转变不充分。长久以来，我国一直是“口

传心授”的教育方式，这与以科学、人文思想为基础的西方音乐思想

可以说是格格不入。可有些教育者虽然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西方的

思想和方法，脑中的观念却仍是传统的观念。这就很容易导致对西方

先进思想认识肤浅，使改革流于形式。

第四，基础条件薄弱。我国教育资源不均衡，东部地区发达省份

可能还有精力去进行西方先进思想的试验，购置相应的设备。但对于

中西部省份来说，购置基础的设备都成了一种奢望，更不用说贯彻西

方先进思想了。比如钢琴或是奥尔夫教学法所需要的各类乐器，在国

内比较稀少，对于财政紧张的中西部学校来说，他们根本无力购置这

些乐器。这就导致了西方先进音乐思想的“贵族化”。

结语

随着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的学习与研究，音乐教育也从中汲取了

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应用于我国音乐教育之上。这些

思想与包含的教育方法可以有效地指导我国的音乐教育向着更科学

的方向前进。但也要同时注意这些思想的本土化，避免“照搬”等问

题，促进西方音乐史中的思想与我国音乐教育现状真正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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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西方列强的

入侵、“五四运动”的进行，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转

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促使中国音乐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发展阶段。1927年11月27日，萧友梅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

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音专）。在

办学教学期间，萧友梅不仅对西方音乐进行传播，还将中国传统音乐

整理重建。从建校开始到萧友梅去世的几十年间，培养出了数以千计

的中国音乐人，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我国音乐教育，对我国

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及主要内容

（一）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19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遭受到沉重打击，战火连连，内忧外

患，中国的政治局面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影响。

从“维新变法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

折点，传统思想开始动摇，西方列强入侵致使中、西方文化发生了剧

烈碰撞。此时，西方音乐教育思想也不断传入中国，从此中国本土文

化也走向了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这些都对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受欧洲发达国家音乐教育思潮的影响

1912年，萧友梅赴德留学，他不仅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教育学，

还挤出时间在莱比锡音乐院专修音乐理论。他在德国学习范围相当

之广，除了理论作曲之外，还研修了教育学、音乐学、钢琴演奏、配

器法、指挥学等与音乐艺术相关的课程。而后几年他又前往英国、法

国等地“研究兼视察其国民学校⋯⋯并搜集人类学材料”。因此，当

时欧洲发达国家的音乐教育理念、教育制度、课程体系都深刻影响了

萧友梅后来的音乐教育思想。

（三）中国本土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

当时维新派的“情感教学”同样对萧友梅产生了影响。维新派的

论萧友梅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贡献□ 曹姝莉

【内容摘要】萧友梅（1884—1940年）是我国知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他对我国

音乐教育，特别是专业音乐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人尊称他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

奠基人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于音乐教育事业，孜孜不倦、无怨无

悔。文章通过阐述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教学实践成就，以说明萧友梅对中国现代音乐

教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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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代表人物——梁启超和康有为均对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做了强调，

并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建立了一批新式学校。学校里开设包括音乐、

乐歌、琴学等课程。

（四）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核心

1.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萧友梅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态度始终是“采取其精英，剔去其糟

粕”。而他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给予肯定，在原有的基础上继承、

创新并发展。他曾说：“在科学进步之日，工具总多少带有国际性质，

不必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我有长处，固当保存之，发扬之；人有长

处，亦当‘迎头赶上’，工具只求其利，盖愈利则愈易表现音乐之内

容也。”

2.高质量办学

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一切教育中最宝贵的资源。萧友梅始终认

为聘用高水平的教师任教是保证教学水平、培养优秀人才的核心。他

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又先后聘请了一批水平很高的外籍音乐

家任教。其中有俄罗斯钢琴家查哈罗夫、意大利小提琴家法利国，苏

联声乐家苏石林也被萧友梅请到音专任教。这些曾被作曲家、钢琴家

齐尔品称为“世界一流的教授”，为音专的高质量教学水准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3.重视艺术教育的实践

艺术实践对于音乐院校的教学具有一定理论性和实践性意义，

萧友梅深刻认识到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性和专业音乐教育对其他音

乐教育的促进作用。因此，国立音专十分重视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

实践。 

学校从1928年5月12日举行“第一次学生音乐会”起，建立了

经常性、不定期的音乐会演出制度。萧友梅也经常抽空到电台进行

“音乐的势力”的演讲，这都能看出他为提高全民音乐素养所做出的

贡献。

二、萧友梅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贡献

（一）在音乐创作方面

萧友梅作为中国第一代作曲家，对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具有开创

性的意义，他改变了中国历史上“集体创作”和“依曲填词”的创作

传统。我们可以将他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德国留学时期（1913年

—1920年）；北京任教时期（1920年—1927年）；主持上海国立音

专时期（1927年—1940年）。

他的创作体裁包括歌曲（合唱、独唱曲、艺术歌曲、群众歌曲）、

钢琴曲、室内乐、管弦乐曲等多种形式。

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创作了钢琴曲《哀悼引》《夜曲》和《D大调

弦乐四重奏——献给多拉·莫兰多芙女士》，还有铜管乐《在暴风雪

中前进》和《钢琴曲——附大提琴补足调》等。其中，《哀悼引》是一

部钢琴曲和管弦乐曲，据目前所知，此曲是由中国音乐家创作的第一

部西洋管弦乐队作品。

在北京任教时期，他的作品有《卿云歌》《华夏歌》，以及《今乐

歌集》《新歌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等一些用于专业教学的教科

书，还有管弦乐《新霓裳羽衣曲》。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他的创

作是为了音乐教学的需要。还有一些关于宣传爱国、民主思想以及教

导学生珍惜光阴的歌曲，代表作有《五四纪念爱国歌》《国难歌》《晨

歌》等，以及歌唱作品《问》《南飞之雁语》。他的创作为后世音乐作

品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在音乐理论方面

现阶段我们能见到的最早有关萧友梅的音乐文章，是他于1907年

至1908年连载在中国留学生刊物《学报》上发表的《音乐概说》一

文；而最晚的一篇音乐文章是他于1940年写成，在1946年出刊，为

赵梅伯《合唱指挥法》一书做的序言。在这期间的30多年中，他所作

的音乐著述，按《萧友梅文集》统计大概有：音乐专著和有文字论述

的音乐教科书7种；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

科和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编写的教材5种；专题音乐论文13篇；推介性、

评论性、综述性的文章、演讲、谈话、序言等近50篇。

1907年2月，萧友梅发表的《音乐概说》一文，在当时中国新学

界输入西洋音乐的潮流中，所列举的和声学、作曲学等，确实尚属前

所未有的先例。

萧友梅在1928年5月出版的《普通乐学》一书，将音乐理论与技

术上的常识及音乐史的概要做了全面的论述。从中看出萧友梅已经

开始从音乐理论与音乐史的具体阐述入手，沟通中西方的音乐文化。

萧友梅的著作《近世西洋音乐史纲》，阐述了当时巴洛克音乐鼎

盛时期至古典乐派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和作品，让学生很容易掌握

学习西洋音乐史的关键。萧友梅还设立了“钢琴的历史与弹奏者”一

章，让学生的学习范围更广、更精。

萧友梅1934年发表的《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一文，对

当时音乐教育以尤为发达的意、法、德、俄、美五国的一些知名院校

做了详细的介绍。这篇专题论文是国人撰著的关于欧美音乐教育的

第一份报告，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是萧友梅在德国毕业

时期完成的博士论文，这是一部阐述我国古代教育的专著，记录了

从上古时代至中世纪之间一些朝代的音乐变更，至今仍有一定的学

术价值。 

（三）在音乐教育教学方面 

萧友梅在担任国立音乐院代理院长和国立音专校长的10余年

间，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业音乐人才。这一伟大创举在中国历史上

是罕见的，纵观历史，没有哪一个音乐院校可以像国立音专一样。其

中，最为知名的代表人物有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钱仁康、冼星

海、吕骥、李焕之、丁善德等，这些曾在国立音专学习过的人多数成

为我国现代音乐界的代表人。 

萧友梅亲自为普通学校编撰音乐教材，并大声疾呼要普及中小

学的音乐教育。他以培养音乐师资为主要目的，对偏远地区的音乐师

资匮乏相当关注，为此他向教育部征求每年报送两名学生到国立音

专学习，在完成学业后返回家乡工作，为我国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更广

的人脉。    

社会音乐教育是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萧友梅对这一块从不放

弃，他认为通过音乐艺术可以陶冶情操，感受艺术气息，振奋精神。

他也通过各种手段宣传，包括音乐会、书籍、广播等一切可用途径，

使人们逐渐接受和了解音乐教育。 

结语

自从1927年萧友梅在上海建立国立音乐院以来，虽办学条件十

分艰苦，但在不同领域都有所成就，很多国家或者私立的音乐教育机

构建立起来。如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广州音乐专科学校等。

这些在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中任教的教师，大部分都是来自上海国立

音乐院。 

作为我国知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萧友梅为我

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不管是音乐理论、音乐创作还是学校教育方面都

首开先河。他还为传播西洋音乐、改进中国音乐奠定了基础。

（注：本文为中国与俄罗斯高等师范院校声乐教学比较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
2015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15—QN—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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