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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琴：从弱到强，薪火相传

“一把提琴要经过选材、定型、打磨、刷漆等多道工序，
每个环节都不能有一点偏差。”

说这话的人叫郑荃，是中国第一位被国际提琴协会授予
“国际提琴制作大师”称号的人，已从事提琴制作40多年，如
今依旧活跃在制琴一线。

记者来到郑荃的提琴制作工作室，房间不大，却简朴整
洁，4座工作台靠四面墙依次摆放，墙上挂满锉刀、刻刀等提
琴制作工具，屋内只有“沙沙”的打磨声回响。

“演奏者的演奏风格迥异，对琴的要求也不同。一把好
琴，要做到因人而异，实现‘人琴合一’。”郑荃说，“这需要
制琴师在制琴前先勾勒出这把琴的大致‘图景’，将随后的工
序在心中演练千百次，胸有成竹后才可开工。”

上世纪80年代，初出茅庐的郑荃为精进技术，前往小提
琴发源地意大利克雷莫纳深造，1987年他获得意大利第一届
全国提琴制作比赛小提琴金奖。完成学业后，留在当地还是
回国？不少人劝已经小有名气的郑荃留在意大利，但郑荃没
有犹豫，订了一张回国的机票。“当时中国提琴产量逐年上
升，但质量一直被国外同行诟病，我想为提高中国提琴制作
水平尽一份力。”郑荃说。

“流水线生产的提琴表达的效果千篇一律，无法真正替
代手工产品。”郑荃拿起一块正在加工的提琴面板向记者介
绍，提琴面板主要选材自云杉木，不同产地、不同年龄云杉
木声音表现不同，需要通过制琴师观看纹路、听叩击的声音
来确定合适的木材。“没有最好的木材，只有最合适的木
材。”郑荃说。

刮板、打磨考验制琴师的制作水平。在 2-3 天的时间
里，制琴师要将一块1厘米厚的木板打磨成1-2毫米、中间高
四周低的提琴状面板。面板厚薄、弧度高低都会对小提琴音
色造成影响，还要考虑木材质地、软硬等因素。“我制作过
100多把琴，每把琴的弧度都不一样。”郑荃说，打磨面板，
每一刀的力道大小皆有讲究。

刷漆是琴身制作的最后工艺，也是最神秘的环节。油漆
的配制、漆层的厚薄都会影响提琴音色。“高端小提琴的油漆
由乳香、亚麻仁油等天然物质调配而成。”郑荃介绍，“如何
调配考验制琴师的功力，就像面对同样的食材，大厨和普通
人炒出的菜味道不一样。”

“制琴的最高境界，是让小提琴的各个零件相互作用，达
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发出演奏者最想要的声音。”郑荃说，“让
小提琴臻于完美，离不开制琴师的学识储备和经验积累，因
此提高一个国家的制琴水平最关键的是培养人才。”从意大利
回国后，郑荃主持重建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招
收第一批提琴制作专业的学生。如今，高端提琴制作技艺在
中国薪火相传，国际提琴制作大赛中获奖的中国面孔越来越
多。郑荃归国时许下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

吉他：走一条不同的路

中国提琴飞速发展的同时，年轻一代正努力推动国产吉
他高端化，凡鸟吉他负责人钟坚就是其中之一。

“80 后”钟坚本身是一名吉他发烧友，平时喜欢收藏吉
他。钟坚发现，中国吉他爱好者多，对价格在6000元以上的
中高端吉他需求大，但购买时首选国外大牌，国产高端吉他
市场占有率低。钟坚萌生了做国产高端吉他品牌的想法。

“当时现存的国产吉他品牌大多数是贴牌产品，由国内的
代工厂生产，外形设计等均仿照国外产品，没有原创技术，
产品竞争力不够，发展前景不乐观。”钟坚对记者说。2017
年，钟坚投身吉他制作，走一条不同的路：通过研发核心技
术、培育制琴团队、形成品牌效应来试水高端市场。

钟坚和团队经过调研发现，做高端吉他，最重要的是
“用心”。“只要用足够高的标准去制作并严格控制好每一道制
琴工序，就一定能制作出比肩国际一线大牌的高品质吉他。”
钟坚说。

以选材为例，之前市面上的国产中低端吉他，板材大多
声学等级比较低，弹奏时振动感不明显，发音沉闷。凡鸟吉
他每一套材料均由制琴师亲自挑选，取自声学等级最高的

AAA 级木材。AAA 级木材在本身无矿物线、无树芯、无弯
曲等前提下，还得由 90 度直纹径切而来。“径切是指将木
桩从上向下切，对木材的利用率较横切更少，造价更高。
径切而来的木料纹路均匀分布，硬度高，声音表现佳。”钟
坚说。

刚从树上切下的木材还带有水分和油脂，直接用来做吉
他面板，发出的声音不通透，而且后期容易开裂变形。最佳
处理方式是在恒湿房放置2年以上，通过自然风干将木材里的
水分蒸发、让油脂结晶，木材才能达到最佳的稳定性，声音
会更加清脆通透。然而有些吉他厂家为追求翻单率，采取人
工烘干的办法，将这一流程时间缩短至1周，发音效果大打折
扣。“质量比产量重要。凡鸟严格按照传统手工琴的制作方
式，采取自然风干的办法。”钟坚说。

如何让风干后的木材发挥最大潜力？凡鸟制琴团队在随
后各步骤严控细节。“以制作音梁为例，我们会人工一刀一刀
地削，直到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吉他完成后，装配部的师
傅会轮流弹一遍，所有人都满意后才会出厂。”钟坚说。

经过千锤百炼的凡鸟吉他，一经推出便收获了消费者的喜
爱，于2019年分别获得中国吉他制作大赛金奖和最佳设计奖与
创新奖。钟坚介绍，凡鸟吉他还销往美国等国家，明年还将参加
在美国举办的乐器展，进一步扩大在海外的影响力。

“目前我们生产的吉他主要适用于指弹，用于弹唱的吉他
是一片更大的市场。”钟坚对记者说，弹唱吉他和指弹吉他的
桶形不同。在高端指弹吉他市场站稳脚跟的凡鸟，正加紧研
发，向弹唱吉他进军。“相关研发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年
底将推出新产品。”钟坚说。

钢琴：中国琴，中国“芯”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是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厅之一，有
个来自中国的“客人”在这里长住。这是一架宁波制的海伦
HG178钢琴，与有百余年制造历史的“施坦威”“贝森朵夫”等
钢琴一道，获得维也纳金色大厅永驻权，也是第一架进入维
也纳金色大厅的亚洲钢琴。

欧洲是钢琴的起源地，也是世界钢琴制作水平最高的地
区。一架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国钢琴，如何满足挑剔的欧洲听
众？“海伦钢琴有清晰的音色。”海伦钢琴董事长陈海伦对记者
说，“低音如欧洲传统钢琴一般浑厚深沉、铿锵有力；中音浑
圆、均匀、穿透力强且不发散；高音清澈、明亮、华丽。整
体音色过渡自然均衡。”

将时钟拨回20多年前，创业初期的海伦钢琴，只是一家生
产钢琴五金配件的小厂。从下游供应商到行业翘楚，秘密就在
于核心技术。“海伦钢琴能在短短10余年赶超具有百年历史的
欧洲钢琴，离不开码克生产的突破。”陈海伦说。

码克是钢琴的音源系统，又称共鸣盘，由弦列、音板、
弦轴板、码桥、背柱和铁板组成，直接影响钢琴的音色和稳
定性。“码克是钢琴的‘心脏’，好比汽车的发动机，是技术含
量要求最高的部分，一架钢琴的好坏，大多由码克的好坏决
定。”陈海伦说。

“海伦钢琴决定攻下码克制作工艺的时候，国内极少有厂
商能造出质量好的码克，没有同行的经验可以借鉴。”陈海伦
说，海伦钢琴聘请了具有丰富钢琴制作经验的曾兴华担任技
术总工，从零开始，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辛劳，才完成码克
制作的第一张技术图纸。

有了技术图纸，又一个难题摆在陈海伦面前：码克作为
高精度产品，对生产线要求高，海伦钢琴现有的生产线不足
以支撑生产码克。2001年，海伦钢琴耗资4000万元引进高科
技钢琴专用设备和数字控制生产线，还聘请了4位国际著名的
钢琴设计专家作为产品发展的“外脑”。2002年海伦钢琴成功
研发出第一台码克，中国钢琴有了中国“芯”。

改变了“缺芯”局面，海伦钢琴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随
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海伦钢琴积极研发智能钢琴。“在硬件
方面，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智能钢琴自动演奏系统，提高声音
还原度，让产品在多种场地环境下实现自动演奏；在软件方
面，我们将继续开发智能钢琴APP，提升客户使用体验。”陈
海伦说。

题图：河北省肃宁县一家乐器生产企业的工人在成品车
间检查乐器质量。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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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电影《钢的琴》讲述过这样一个
故事：上世纪末，一名中国钢厂工人为让
女儿学钢琴，找来外国文献仔细研究，最
后硬是和工友们手工造出一架钢琴。彼
时，在中国工人与钢琴之间，似乎有着遥
不可及的距离。而今，中国人制作西洋乐
器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河北周窝、山东鄌郚、江苏黄桥、
贵州正安等地，一批又一批钢琴、管乐、
提琴、吉他等乐器既售往全国，也畅销海
外。可别小看这些外表朴素的中国县镇，
不定哪个就是“某某乐器之都”，往往全球
七八成的同类产品就在那儿出炉。

据了解，当地从业者们充分发挥工匠
精神，始终在积极改进工艺方法。过去，
本土厂商缺乏经验、技术，只能替知名大
牌生产加工零部件、代为组装，或者制造

没有竞争力的低劣“玩具琴”。要打破这种局
面，必须提升制造水准，培训出掌握技术
的人才。于是，生产者们开始拆解进口乐
器自学，聘请专业人士传艺，甚至走出国
门“取经”。针对“卡脖子”难关反复摸索、
试验，终于推动工艺水平达到“质变”，自
主全流程地造出了优质西洋乐器。可见，
提高技术才有可能摆脱国际品牌代工厂的
身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俗话说“船小好调头”。国内许多县镇

在追求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同时，兼顾私人
定制业务，坚持保留纯手工制造能力，以
迎合不同需求。比如，初学者所需的入门

“基础款”和符合高水平演奏者个人风格的
“高端款”，平日用的练习琴和演出用的演
奏琴，虽然使用人群和场景不同，但都有
市场。“一招鲜”无法“吃遍天”，以多种款
式灵活适应不同需要才能最终“横扫”市
场。这些县镇生产的西洋乐器，有高性价
比者也有“精雕细琢”者，有能用者也有好用

者，这种既抓“量”又抓“质”的生产方式，
有利于拓宽销售，让更多用户记住它们的
名字。

除了输出扬名在外的西洋乐器，这些
县镇还利用音乐打造文化产业，成为名副
其实的“爱乐之城”。在河北周窝，音乐小
镇的名号逐渐打响，音乐主题游人气日
高；在浙江黄桥，国际乐器演奏日已连续6
年举办，吸引群“音”荟萃；还有地方举办
音乐论坛、推广音乐教育进学校……音乐

以丰富的形式增加当地收入，并渗入百姓
生活的点滴；而在音乐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年轻人，也会反哺当地西洋乐器制造，带
动产业更加兴旺。

从西洋乐器“西洋”造，到西洋乐器中国
造，体现的是制造“主力”之变；从言必称

“施坦威”“雅马哈”，到中国品牌逐渐打响
口碑，体现的是制造“话语权”之变。继续
坚守工匠精神，保持对市场的敏锐，不断
完善拓展产业链，国产西洋乐器就会开拓
更广阔的舞台。

愿“中国造”乐器开拓更广阔舞台
王晶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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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者正在使用凡鸟吉他。 凡鸟吉他供图

提琴制作师郑荃正在雕刻琴头。 本报记者 赵 昊摄

走向高端市场，获得海外认可——

国产西洋乐器奏出好声音
本报记者 赵 昊

走向高端市场，获得海外认可——

国产西洋乐器奏出好声音国产西洋乐器奏出好声音
本报记者 赵 昊

西洋乐器起源于欧洲，“洋品牌”有先天优势，高端西洋乐器的生
产也长期被海外企业垄断。然而，起步晚的国产西洋乐器近年来却飞
速发展，尤以提琴、吉他、钢琴为代表。从过去经常被贴上粗制滥造
的标签，到如今部分中国品牌已可以同国外老牌产品一较高下，国产
西洋乐器正一步步走向高端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这背
后，既有制琴师们的薪火相传、工匠精神，也离不开国内企业对工
艺、技术的潜心钻研。正是中国几代乐器匠人的共同努力，谱写了国
产西洋乐器行业发展的精彩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