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胡的演奏特点是“揉、
打、滑”巧妙结合，其音乐特点
是次中音，表现力强，可以模仿
各种声音，可以伴奏，又可独
奏。为了更好地发挥曲胡的演奏
特点，肖红红和宗志远夫妇在制
作工艺上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
松。

肖红红告诉记者，曲胡的制
作技艺主要靠手工完成，整个流
程大致分为琴杆制作、琴桶制
作、琴托制作、琴轴制作、琴轴
和琴杆的安装、琴杆和琴筒的安
装、蒙皮、音窗制作、整把曲胡
组合、调音等数十道工序，每一
道工序都要求细致周到。

“不仅制作程序烦琐严谨，
在选材上也很有讲究，比如要选
用风干三年以上的琴杆，再做烘
干处理，并将琴杆效直，此程序
要反复处理，才能让琴杆充分稳
定 ， 在 使 用 过 程 中 保 持 不 弯
曲。”提起曲胡制作，肖红红打
开了话匣子，从原材料弹性模量
配比，到制作高低频共振和谐音

的控制技术要点，从曲胡的音色
到曲胡表达的情意，滔滔不绝，
头头是道。肖红红满脑子的乐器
经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她不断
学习研究，长年积累的。

肖红红夫妇对制作曲胡的要
求，既要曲胡造型优美，手感光
滑，更重要的是制作技艺的精准
性。每把曲胡制作完成，她和丈
夫宗志远都要先行试奏，从中发
现优缺点，及时总结、随时修
正，并且一一记录在案。

“制作过程中，对每一个琴
筒的大小、薄厚，琴杆的长短、
粗细，面板材料的优劣、薄厚，
蒙皮的薄厚、纹理等都有严格要
求。音质要浑厚丰满、穿透力
强，音色要甜美、纯净、圆润、
明亮、平衡，还要适应各类演奏
者的风格与审美情趣。”宗志远
说，虽然不同材质的曲胡在质量
和价格上有差别，但那只是用料
之分，制作技艺与工序上没有差
别，这就是中国民族乐器的灵
魂。

从设计到完成有数十道工序
今年 37岁的肖红红，身材

瘦弱，透出匠人的细腻和浓浓
的艺术气息。她告诉记者，肖
氏曲胡制作技艺可以追溯到她
的曾祖父时代，从她的曾祖父
开始制作曲胡，至今已经有近
110年的历史。

在她 5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
内，堆满了制作曲胡的配件，
墙边堆放着凿孔机、刨光机等
工具。她的丈夫宗志远正在将
一 把 试 音 完 成 的 紫 檀 曲 胡 打
包，准备发往郑州。

虽然肖红红才 37岁，学习
曲胡制作却有 20多年。肖红红
出生在乐器制作世家，他的爷
爷在郑州乐器厂工作，肖红红
高中毕业后就一直跟随爷爷和
父亲专门学习曲胡的制作。而
她的丈夫宗志远自两人 2007年
结婚以来，耳濡目染，也开始
学习曲胡的制作。

或许是由于乐器制作的枯
燥乏味，在乐器制作这个行业
似乎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肖
红红却坚持了下来。制作曲胡
是一个很精细的过程，在用锉
刀的过程中，手被锉伤流血是
常事；特别是在冬天，有时手
冻得都没有知觉，可拿起锉刀
的那一刻，浑身的力量似乎都
聚集在手上。

“每次看到自己制作的曲胡
发出清脆的响音时，就有很大的
成就感，这也正是我能坚持下来
的原因。”肖红红感慨地说。

生于乐器制作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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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欣赏漫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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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心才

经常听朋友说：“你们学
音乐的真好，不管是高兴还
是忧伤，唱上一首歌，弹上一
首曲子，听一段优美的音乐，
一切都释怀了，只可惜我没
学音乐，听不懂音乐。”

其实这话说对了一半，
音乐确实可以陶冶情操，怡
人身心，但是音乐并不是音
乐人的专利，也没有那么神
秘。只要有一双耳朵，谁都
可以听得懂音乐。

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周海宏教授曾这样说：音乐
何需懂？他举了个例子：春
秋时期有一个叫俞伯牙的
人，琴弹得特别好。有一天，
他在弹琴的时候来了一个砍
柴人——钟子期。听到俞伯
牙弹琴，钟子期张嘴就说：

“ 善 哉 乎 鼓 琴 ，巍 巍 乎 泰
山”。俞伯牙非常惊讶，因为
他就是想表达高山的，一下
子就给人听出来了。于是，
俞伯牙再来一段表现流水，
钟子期一听又说了：“善哉乎
鼓琴，汤汤乎流水”。于是两
个人成了好友。可是钟子期
没多久就死了。自此，不管
俞伯牙弹什么，别人全都听
不出来。俞伯牙伤心到了极
点，把琴给摔了，发誓终身不
再演奏。“既然没人能够听懂
我 的 音 乐 ，我 还 为 谁 弹 琴
呢？”留下了一段知音千古难
觅的佳话。这个故事后来演
变成了“高山流水”的成语，
也产生了“知音”一词，可谓
妇孺皆知。

故事讲的是两千多年
前的事情，现在，人类文明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是，听不懂音乐也不
足为奇。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一、音乐何需懂？
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

所以音乐是人最本真的一种
反应。同样一首曲子，有人
听着是快乐，有人感受是忧
伤，这在音乐欣赏中都是正
常的。所以，音乐理解是没
有标准答案的，更不需要用
文字化、美术化的方式去解
说音乐。

其实，那些搞音乐的和那
些音乐爱好者，他们在听音
乐的时候，也不管什么懂不
懂呢！比如贝多芬的交响
乐，严肃音乐高深，我们这帮
搞音乐的，刚开始也是啥也
听不出来，但是我们接着往
下听，这就是区别。

欣赏音乐不一定非要
听出那些场景、思想、故事，
没有必要非要用那些文学

化的、美术化的内容去解说
音乐，在音乐中追求那些形
象、场景、思想、哲理、故事
等内容，其实是用文学化、
美术化方式去欣赏音乐，这
是一个误区，这个误区给人
们欣赏音乐构成了很大的
障碍。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这
也是严肃音乐，高深难懂，啥
也听不出来。同样还是这个
作品，把它放到一张轻音乐
的唱片里，听起来就变得优
美、悦耳、舒服，就能听得下
去。

为什么同样一首曲子，
放在不同的地方，就有能欣
赏下去和不能欣赏下去这么
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把那
么多人挡在了音乐艺术大门
之外？周海宏教授认为，除
了历史的原因，还有更直接
的原因，那就是过去多年来
我们国家进行的音乐普及工
作基本上都是以乐曲解说为
核心，于是这种观念就进入
了大家的头脑。严肃音乐和
通俗音乐不一样，它是有深
刻思想内涵的，要想欣赏它，
就要理解它，就要了解时代
背景、作者生平、主题思想
等。经年累月的音乐宣传，
强化了人们头脑中本来就有
的这个误区。所以周教授提
出一个口号叫：“音乐何需
懂！”

作为常年在高中教学第
一线的音乐教师，笔者在《音
乐鉴赏》教学中，也常常用这
样的方法教学生去分析时代
背景、作者意图、可能的场
景、故事、思想等，结果老师
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听得昏
昏欲睡，吃力不讨好。

所以，所谓“听懂”音乐，
重要的不是“懂”，而是去感
知，去体会，感受纯音乐的美
就是音乐自身价值之所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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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如何““听懂听懂””音乐音乐

曲胡传承人肖红红：

努力让传统乐器奏出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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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具有
很高的文化价值，它是由肖氏几
代传人精心制作的每一把曲胡来
体现的。虽然开料、配料等工作
已有部分机械替代，不同于传
统，但木工、漆工、雕刻、蒙皮
等大部分重要工作仍需要手工完
成。

制作一件把曲胡，需要多道
工序配合。而要想做出高质量的
曲胡，就需要有专业的琴师，可
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随着西洋乐
器的兴起，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从
事曲胡的研制，再加上一些老艺
人年迈离世，制作曲胡这项古老
的技艺正在走向没落。

为了传承百年技艺，2016
年，肖红红夫妇拿出 3万余元，
用于购买曲胡制作所需要的材
料，并腾出专门的房间，创办了
民族乐器工作室，当作制作曲胡

的场所。
在物质和金钱上进行大量投

入的同时，肖红红也不断与专业
曲胡玩家相互沟通、交流，商讨
曲胡的发展方向和现在面临的问
题。“从事民族乐器手工制作的
手艺人要耐得住寂寞，不能一
劳永逸。这些应该具备的基本
条件，使许多人望而生畏。真
心愿意学习这种手艺并把它当
成一种事业来做的人很少。”肖
红红说，不过，最近随着他们的
曲胡远销新疆、广州等地获得好
评后，让她对民族乐器更有信
心。

“曲胡制作在我们家族里已
经传承 100 多年了，随着民族
音乐的再次崛起，相信这些古
老 的 技 艺 定 会 焕 发 出 勃勃生
机，我会一直传承下去。”肖红
红说。

担起传承的重担

肖红红正在制作曲胡配件。

制作完成的曲胡制作完成的曲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