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友梅�����一�����

原名思鹤
，

字雪朋
，

广东

香山 �中 山�县 石歧 镇

人
。

他童年时 在 澳 门 读

书
，

后到广州时敏学堂就

�读
。

毕业后前 往 日 本 留

�学
，

考人东京高等师范附

…中
。

萧友梅在少年儿童时

就喜欢音乐和唱歌
，

所以

又转到东京音乐学校的唱

歌班
，

读至毕业为止
。

他初

到 日本留学是自费的
，
过

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

后来

取得广东省官费留学生名

额
，
他又再进东京帝国大

学专攻教育笔 到����年

才毕业
，
可见他在青年时

代就勤奋学习
，
很有上进

心
。

����年
，
萧友梅在 日

本见到孙中山
，
两人是同

乡
，
志同道合

。

他经孙中

山的介绍
，
加人同盟会

，

从此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

日辛亥革命后
，
孙中山就任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
任命萧友梅为总统府秘书

。

不久
，
孙中山解除总统职务

，
萧友梅便离开南京

。

适值教育总长蔡元培通知萧友梅
，
说他的官费问题

已经解决
。

萧友梅十分高兴
，
决定再次出国留学

。

德国是贝多芬的故乡
，
产生过很多音乐家

，
因此他

到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专攻音乐
。

那时候
，
萧友梅

过着俭朴的生活
，
不跳舞

，
不到咖啡馆

，
学习成绩

优良
，
因此学院给他的评语是

“
勤奋向学

，

道德上

无懈可击
” 。

萧友梅为了扩大知识面
，
争得时间学

更多的东西
，

同时在莱比锡大学学习
。

直至����年春

天
，
他向莱比锡大学提出博士论文 《 中国古代乐器

考》 ，
得到通过

，
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

萧友梅于����年回国
，
先任教育部编审员

，
后

在北京大学任讲师
，

从此开始他为祖国教育事业
、

音乐事业而贡献出毕生力量
。

当时北洋政府设立了

国歌研究会
，
以古诗 《 乡云歌》 为国歌歌词

，
征求

曲谱
。

评选结果
，
萧友梅的曲谱获得通过

。

此外
，

他和赵元任等组织了
“
乐友社

” ，
与刘天华等组织

了
“
国乐改进社

” ，
大力推动我国音乐的研究和改

进
。

当时国内音乐教材相当缺乏
，
萧友梅便为商务

印书馆编写了 ���昌歌教科书》 、 《钢琴教科书》 、

《小提琴教科书》 。

在乐曲创作上
，
他出版了第一

部歌曲集 《今乐初集》 、 《 新歌初集》 、 《霓裳羽

衣舞歌》 等
，
还创作了 《五四纪念爱国歌》 。

在北

京七年中
，
已成为全国知名的音乐教育家

。

萧友梅回国以后
，
梦寝以求的是要建立一所符

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学院
，
为此

，

他制订了办学方案
。

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
，
他的计划和愿望是

难以实现的
。

后来得到蔡元培的支持
，

南京政府才通

过这个方案
，
但开办经费只有儿千元

，

怎么办呢� 萧

友梅只好用勤俭办学的方法
，
克服种种困难

，

终于首

先办起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

当时学校分初
、

中
、

高

三级
，

学生修满二十学分即可升级
，
何时毕业不取决

于时间
，
而取决于学习成绩

。

为了充分发挥师生的积

极性和加速培养人才
，
每隔一两个月在校内举行汇

报性质的音乐会
。

此外还创办 《乐艺》 季刊和 《 音

乐杂志 》 ，
发表师生的文章和创作

。

九
·

一八事变

时
，
还组织了抗敌后援会

，
进行街头演奏来募捐

。

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
，
不仅在当时

，
即使是

在今天看来是相当正确的
，
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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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和音乐家萧友梅

�匕�匕�匕��
�

�
匕�匕
����
了

匕���艺���匕�匕
声匕�匕�匕���
矛

匕�匕
产
�匕
‘���匕�匕�匕
，

匕厂乙��匕���‘以厂匕

DOI ：10．16215／j ．cnki ．cn44－1371／g4．1984．0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