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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抗战时期音乐教育思想
■李晶 朱琳 重庆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对萧友梅在抗战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内涵进行简单的阐述，通过相关音乐文献进行研究，从而对萧友梅在抗
战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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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 梅 是 我 国 近 代有 名 的 音 乐 教

育家。 他早年在德国学习期间，先后就

读莱比锡大学、莱比锡音乐学 院，柏 林

大学和私立施特恩音乐院，所学专业涵

盖西方传统学科的音 乐 技能 和 音 乐 理

论，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音

乐美学等学科也有所涉猎，吸收了当时

西方音乐教育的系统教学。 回国后，致

力于音乐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当

时音乐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 抗战时期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

想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

表了“抗日宣言”，要抱定牺牲一切的决

心抗战，随后毛泽东在《反对 日本 进 攻

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也发表宣

言支持抗战，全国上下进入了一致抗日

的局面。 各地抗战歌咏团和歌队的音乐

活动十分踊跃， 抗战音乐对当时社会产

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相应地，音乐教育

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萧友梅作为

当时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也跟随积极响

应， 提出当时中国音乐教育的途径须三

方面均顾到，即“一面培养音乐师资，一

面奖励音乐天才养成专家， 一面鼓励集

团唱歌（为音乐比 赛之 一 种）与 音 乐 的

团体生活（小规模的合唱、合奏等）。 ”①

首先，萧友梅将师范音乐教育放入

了国立音乐学院等专业音乐机构中，并

占有一定教学科目和 课程 设 置 的 比 例
②； 强调了音乐教师资格的严格审定并

呼吁开设中、小学音乐教员的暑期补习

班，以提高现有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③。
其次，萧友梅注重因材施教。 重视有音

乐天赋的学生的培养，关心这类学生的

日常生活，通过奖励制度激励学生在音

乐方面的不断进步。 再次，“鼓励集团唱

歌和音乐团体生活”，可以看出萧友梅支

持学生艺术实践。 一方面鼓励学生多参

加音乐比赛、合唱团体等活动，支持学生

参加各种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 为抗战

进行的各种募捐的演出， 体现了他在音

乐教育方面注重学生的实践。 尽管他并

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行动却

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有相似之处。

二、 抗战时期萧友梅的音乐社会功

能

1937 年 8 月至 12 月底，《大公报》
曾发起关于“战时教育”的讨论，首次提

出“战时的中国教育要对抗战救国有直

接效用，使教育适应战时需 要”这 一 话

题④，萧友梅反对颓废消沉、格调不高的

音乐，提倡“能唤起群众精神”的音乐⑤。
他将蒋介石的抗 战 政 策 主旨 “精 神 国

防”⑥延伸至音乐教育中，从带领国立音

专师生出版音乐特刊，创作抗日救亡的

《从军歌》， 到广播电台做播音演讲，均

透露出他以音乐艺 术 服 务 于 社 会的 拳

拳之心⑦。 此外，面对当时社会民众中高

涨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他积极地表

明了支持的态度。 1937 年 12 月，萧友

梅发表文章《十年来音乐界之成绩》，高

度评价了何士德、吕展青(吕骥)等人领

导的抗日歌咏运动，表扬他们作为音专

出身，能分别组织歌队“这 真 是 最 近 音

乐界一个最好的现象。 ”在文章中，萧友

梅还特别对歌咏 的指 挥 者 提 出 了 三 条

训练歌咏队的建议，即 “要注意歌唱队

员的音质， 各部声音分配比例要适当，
唱歌教材要认真选择，并注意其用法。”⑧

由此可见他对群 众性 的 抗 日 救 亡 歌 咏

运动的关注。
三、结语

在当时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下，萧友

梅根据中国国情提 出 了音 乐 教 育 的 途

径， 以期能培养出合格的音乐师资；倡

导因材施教，注重学生艺术实践能力的

培养；精通音乐的社会功能，大 力 支 持

“抗日救亡运动”，提高全体国民的音乐

素质等教育思想一 直 贯 穿于 他 的 音 乐

教育理念当中。 他的这些音乐教育理念

和国民音乐教育 思想 影 响 着 中 国 近 代

音乐教育的发展，在抗战时期对当时的

音乐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纪念抗

战胜利 70 周年的今天， 我们重温这段

历史，缅怀那些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

先辈们, 梳理宝贵的历史资料, 分析和

总结前辈们所创造的文化艺术经验, 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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