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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戚梅 （1970－）女�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音乐系副教授 （济南 250002）。

内容提要： 《音乐院院刊》是国立音乐院最早创办的音乐期刊�在我国近代音乐史和上海音乐学院院史上有着
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但是�当年出版三期《音乐院院刊》均无 “编者 ”姓名。笔者经考证认为�萧
友梅应为院刊之创办人和《创刊号》编者。我们应当继承与发扬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开拓者之一萧
友梅先生优良的办学思想和办刊传统。

关 键 词： 《音乐院院刊》；编者；萧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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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音乐院于1927年11月27日补行开
学典礼�标志着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高等音乐
院校的建立。1928年5月即出版 《音乐院院
刊》创刊号 （由于增印《革命与国耻》特刊�应在
同年6月出版 ）�为四开报纸两张�共8版；第二
号于1929年6月1日出版；第三号于1929年7
月1日出版�均改为16开本书本式刊印。1929
年8月20日�国立音乐院奉命改组为国立音乐
专科学校�校刊《音》（初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校刊》�第3期起改名 《音》）�主编先后由黎青
（青主 ）、胡祖植、廖辅叔、何达安等担任�至
1937年7月共出版63期。这两种刊物在我国
近代音乐期刊和国立音乐院 （含国立音专 ）院
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尤其 《音乐院
院刊》在反映国立音乐院建院时期学术动态和
学校概况�更是极为难得的珍贵文献资料。但
是�在《音乐院院刊》中�“编者 ”始终未具实名�
主持编辑核心人物究竟为何人？由于其他音乐
期刊均有主编姓名可查�这一 “谜团 ”尤有解开

的必要。笔者现根据所见 《音乐院院刊》资料�
作一考证。

三期《音乐院院刊》中�最具分量的是 “创
刊号 ”。刊头载有蔡元培 《国立音乐院院刊发
刊词》全文只有200余字�现录载如下：
吾国自虞至周�均以音乐为教育之主要科。自

汉以后�渐渐分化矣�而西域及印度之乐器及乐曲�
次第输入�为音乐进化之一阶段。至于今日�欧洲之
乐器及乐曲�又次第输入�不特在教育上又恢复其主
要之地位�而且理论之丰富�曲调之蕃变�既非西域
印度所可拟�抑亦非吾国古人之所能预知也。音乐
院同人既日日研究此种丰富蕃变之理论与曲调�而
藉以发达其创造之能力�又不肯私为枕中鸿宝�而以
刊物发表之�其术固新�而于古人重视音乐之意�则
正相契合也。

十七年五月十三日 蔡元培题词

蔡元培院长 “发刊词 ”高屋建瓴�言简意
赅�将我国音乐教育的历史源流和办刊的宗旨
阐述得十分明确。题词日期 1928年 5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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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院刊的诞生确定了其上限时间。 “创刊
号 ”正刊和特刊则均有 “编者言 ”和 “编者志 ”。

正刊 “编者言 ”云：“我在本院院务会议上
提出刊行本院院刊一案�经议席诸君�认为应
办�议决通过；即指定我任编辑。因为搜集与排
比形式及次序�又要增出特刊�所以时间耽搁
了；我很惶悚！如今幸而出版了。蔡院长又给
我们发刊词�在本刊是很荣耀的。本来编者也
不必加入什么说话�但蔡院长知道本刊的宗旨�
是本院同人�不敢私其所有�藉刊物为贡献�的
确是发行此刊的唯一要义�求阅者指教的！复
次�同学戴君炳鑫�亦曾给我本刊意见词一首�
大意说…… （此略 ）。我认戴同学这些话�理想
很正确的。所以我取来在此处发表发表�并且
作我提议案的一总概。最后�我还补充一句�就
是本院章程所规定之宗旨是：‘输入世界音乐�
整理我国国乐’�我们站在这个立场而成立本
院；那末�本刊的使命�又当有逐渐实现主旨的
露布了。编者对于音乐�无充分的知识及技能�
不敢多话�只算提一提本刊的缘起罢。编者识 ”

国立音乐院特刊 “革命与国耻弁言 ”云：
“我们刚要编成本院院刊付印发行的时候�革
命的气势发展甚速�到了济南忽发生日兵武力
戕害我军民的一大波折�时为‘五三’。我革命
气势一面进展�但济案交涉尚未就绪�而‘五
卅’又到了。新仇旧恨�重叠面前�我们全院同
人�义愤幽忧�只有尽其在我�发表几首歌曲�增
印特刊�供给国人采择�高歌慷慨�激励有众�亦
不过聊尽一份责任。同学戴君书写有发刊词一
首�我们把来载在下面�似不必另有宣叙了。编
者志。”①在 “创刊号 ”中�正刊与特刊编者均未
署名。

国立音乐院成立后�蔡元培院长因大学院
事务纷繁�委托教务主任萧友梅任代理院长�②

主持院务工作。 “五三惨案 ”发生后�萧友梅即
发动全院师生创作了《国难歌》、《国民革命歌》
（三首同名歌曲 ）、《五三国耻歌》、《国耻》、《反
日运动歌》、《忍耐》等八首抗日爱国歌曲。这

也是我国音乐界创作的最早一批救亡歌曲。
《忍耐》（易韦斋作歌及曲 ）标有日期 “中华民国
十七年五月卅 ”字样�可以确定这些歌曲的创
作时间应在1928年5月底之前。 “弁言 ”、“发
刊词 ”和八首歌曲作为 “特刊 ”附于 “创刊号 ”发
行。由于目前未发现 “特刊 ”原件�国乐改进社
《音乐杂志》第一卷第四号 （1928年10月20日
发行 ）第44～51页载有 “国立音乐院来稿《革命
与国耻特刊》……萧友梅、吴伯超等 ”。 《音乐
院院刊》“特刊 ”的珍贵资料实际已被 《音乐杂
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音乐院院刊》的编者身份最为关键的一
句话是：“我在本院院务会议上提出刊行本院
院刊一案�经议席诸君�认为应办�议决通过；即
指定我任编辑。”这句话以十分明确的语气提
出创办 “院刊 ”�为院务会议通过�并指定任编
辑。一般说来�非有极高威望的人�在国立音乐
院创办初期很难受到如此推崇。其二�“编者
言 ”和 “编者志 ”的文字均有国立音乐院核心人
物的笔法气派�如 “最后�我还补充一句�就是
本院章程所规定之宗旨是：‘输入世界音乐�整
理我国国乐’�我们站在这个立场而成立本
院…… ”乃是创办人的语气。其三�当时国立
音乐院的教职员为18人：院长蔡元培�教授兼
教务主任、代理院长萧友梅�副教授兼文牍员易
韦斋�讲师兼事务主任李恩科�讲师王瑞娴 （钢
琴 ）、陈承弼 （小提琴 ）、朱英 （琵琶、笛 ）、雷通群
（西洋文化史 ）、方于 （法文 ）以及四位外籍教
师�助教吴伯超 （钢琴、二胡 ）、潘韵若 （钢琴 ）、
梁韵 （英文 ）�庶务员俞容成、梁仲华 （创刊号
“国立音乐院教职员一览 ” ）�以排他法推理�
又当非教授兼教务主任、代理院长萧友梅提议
创办院刊莫属。其四�“创刊号 ”在 “本院成立
概况组织及编制 ”中写道：“基于高等音乐教
育�而成立一国家音乐学院�为政府当然计划之
一�自民国九年起在北京女高师、北大�及国立
艺专；添设音乐科�或音乐系�十六年六月间�北
京教育当局�有合并国立九校之计划。并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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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自合并后�取消北大之音乐专科�及艺专之音
乐系。幸我国民政府大学院成立�首先倡导音
乐教育�遂于十六年初�向财政部筹得本院经
费�十月底领得开办费�即登报招生�于十一月
中考试二次�因学期过后�投考者不多�此次共
取录学生二十三人。十一月十六日先行上课�
廿七日补行开学礼。而吾国有史以来第一间国
立音乐院�由是日起�正式成立！”这段话既是
国立音乐院创办之初的重要文献资料�更是萧
友梅之亲身经历与文字。其五�蔡元培的题词
为 “国立音乐院院刊发刊词 ”�出版的三期院刊
正式刊名均为 “音乐院院刊 ”�其间刊名更改详
情已难考证。萧友梅和蔡元培是在中国近代音
乐教育领域的长期合作者�对蔡元培素来十分
敬仰�院刊刊名更改�也唯有萧友梅能够与蔡元
培先生商议与最终确定。基于上述理由�我认
为萧友梅乃是 “音乐院院刊 ”的创办人和 “创刊
号 ”的编者。

1929年6月�《音乐院院刊》第二号 “通告 ”
栏附有 “院刊编辑委员会章程 ”�其中 “第一
条　本院院刊定为月刊每月发行一次 ”；“第二
条　本委员会以左列人员组织之－－－教务主
任、事务主任、文牍、庶务课员为当然委员；教员
若干人为专任委员由院长推定之；学生四人为

专任委员由学生会推定之 ”；“第三条　本委员
会以教务主任为主席 ” “第四条　本委员会设
编辑主任一员由本会推定之 ”…… （下略 ） “通
告 ”记载了国立音乐院在一年之后对于院刊出
版的规范化举措�萧友梅是否还担任编辑 （主
任 ）有待于新史料的发掘与考证。但是�又可
以证实�萧友梅作为《音乐院院刊》编辑委员会
主席�始终是国立音乐院创办、出版音乐期刊的
核心人物。

历史由于史料的制约而常常带有一种不确

定性。 《音乐院院刊》是目前上海音乐学院学
报《音乐艺术》历史源流的 “源头 ”。继承萧友
梅办学和办刊的优良作风与传统�对于考证萧
友梅在创办 《音乐院院刊》过程中所起的关键
作用�无疑也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 《革命与国耻特刊》“编者志 ”�载国乐改进社 《音
乐杂志》第一卷第四期�1928年10月。

② 《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名人录》�上海音乐学院
内部印刷�1997�第4页。

参考文献：
1．《音乐院院刊》一、二、三期�国立音乐院发行。

我刊被评为 “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 ”
“思维·观念 ”栏目被评为 “特色栏目 ”

　　 ［本刊讯 ］ 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同意�“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于2010年4月至
7月开展了 “第四届全国高等社科期刊评优活动 ”�旨在展示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 ”
启动以来高校所取得的成绩。经总评委会议评定�我院学报 《音乐艺术》被评为 “全国高校百
强社科期刊 ”�这是继2006年第三届全国评优活动后�我刊蝉联此奖项。同时�在本次评优活
动中�我刊 “思维·观念 ”栏目被评为 “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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