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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高在车间调试古拳

矛古笋倾尽全部时

致辅戮舞

才 笋义 徐 振 高
为

“

筝父
”

的中国惟一的古筝高级

技师徐振高师傅
。

徐振高师傅 已年过古稀
,

精神依然矍栋
、

说话声音洪亮
,

中

气十足
。

老人虽然带有很浓重的地

方 口音
,

但通过仔细的辨听
,

记者

还是了解了一些他从事乐器制作的

历史
,

感受到了他对民族乐器的挚

前不久
,

记者见 到 了特意从

上海赶来参加北京华兴清华乐器行

举办的
“

第六届
‘

敦煌
’

文化节
”

的上海民乐一厂销售公司总经理杜

其宝及其一行
。

提起上海民族乐器

一厂
,

它的
“

敦煌
”

牌民族乐器在

民乐界可是名声显赫的品牌
,

尤其

是
“

敦煌
”

牌古筝以其淳美的音色

和精良的做工备受古筝专业人士及

广大爱好者的青睐
,

成为国内古筝

考级的专用产品
。 “

第六届
‘

敦煌
’

文化节
”

就是以展示
“

敦煌
”

牌古

筝为主的一次文化活动
。

杜其宝特

意向记者介绍了坐在古筝旁的一位

慈眉善 目的老者
,

原来他就是被誉

当家傲主子事业
上世纪 年代

,

岁的徐振

高便从扬州老家来到上海谋生
。

他

曾先后干过五种职业 私人缝纫机

厂学徒
、

浴池工作人员
· ,

一那种朝

不保夕的生存状态
,

生活在最底层

的被呼来唤去的茫然与忐忑让他记

忆犹新
。

新 中 国成立初期 的 年
,

徐师傅进人了一家私人乐器作坊里

学徒
,

后来加人了合作所
,

再后来

成为上海 民族乐器一厂的一名 工

人
。

在私人乐器作坊里
,

他除了制

作拉弦乐器外
,

许多民族乐器都摸

索制作过
。

广泛的涉猎
,

雄厚的积

累
,

全方位的实践
,

为他今后制作

高
、

精
、

尖的乐器产品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

解放前的徐振高
,

在生活 中

无法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

但

从他进入了国营的上海民族乐器一

厂那一刻起
,

一种当家做主人的 自

豪感和责任感 已不 自觉地使他把
“

来上海学徒纯粹是为了谋生
”

这

一简单的生存需要转化为毕生为之

付出的事业
。

他再也没有被老板炒

掉而失去工作的烦恼
,

他说从此格

外珍惜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这份

工作
。

为此
,

工作中他加倍的努力
,

刻苦地学手艺
。

他牢牢记着古人说

的话 有本事走遍天下
,

没本事寸

步难行
。

关败了再来
年

,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的领导才决定让徐振高拜古筝制作

师苗金林师傅学习 古筝制作
,

当时

他不到 岁
。

苗师傅当时因为身体

不好
,

经常卧病在床
。 “

因为古筝

是古老的乐器
,

不好失传
,

要培养

接班人
。 ”

徐师傅说
,

领导看中 自

己比较勤奋
、

踏实
,

同时又会做木

工
,

认为他是学习古筝制作的最佳

人选
。

当时他只有一个心思 不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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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淤群 ,

弦筝不同之处就是 根据有效弦长

的张力
,

缩短了高音弦
,

加长了低

音弦
。

当徐师傅的 形岳山二十一

弦筝完成后
,

他请教弹古筝的专家
,

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

最后使之逐

步完善
。

从此古筝以崭新的面貌出

现在华夏大地
,

是徐振高师傅赋予

了古筝崭新的生命
。

形岳山二十

一弦筝也是徐师傅在古筝历史以及

他的人生历史上写下最骄傲的一

笔
。

负领导的信任
,

勤恳踏实地学习技

术
。

因为苗师傅卧病在床
,

徐振高

只能经常上门求教
。

在这种情况下
,

学徒必然遇到很多不便
,

因为不是

在工厂里让师傅手把手地传授技

艺
,

只能通过 自己不断摸索
。

徐师

傅承认学徒期间 自己也走了不少的

弯路
, “

我不灰心
,

失败了再来
”

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
,

勤奋
、

刻苦

的精神
,

徐振高终于渐渐摸索出古

筝制作的一些规律和方法
。

徐师傅

说
,

当时古筝制作比较粗糙
,

制作

好以后还要搬来搬去
,

一些冷嘲热

讽的话也不时飘进他的耳朵
“

这

个人怎么这么笨
,

整天和棺材打交

道 他们说古筝像个棺材
。 ”

听到

这些挖苦的话
,

徐师傅最初心里也

很不好受
,

可他坚信
,

只要 自己做

出成绩来
,

就一定会改变人们对古

筝的偏见
。

为古拳倾尽全部的爱
最初古筝的两头是光秃秃的

,

徐师傅便想用图案和纹饰将其进行

装饰
。

他是一个有心的人
,

常利用

业余时间去参观庙宇
,

也去城隆庙

看古建筑上描绘的造型各异的 图

案
。

他用心去描幕这些图案和纹饰
,

然后把它们用在古筝的装饰上
。

他

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较完整地把 《龙

凤呈祥 》图案用在了筝的边框装饰

上
。

渐渐地
,

原本光秃秃的古筝在

徐师傅的精心打扮下
,

分明就成了

闺中待嫁的姑娘
。

年
,

徐师傅制作的古筝

拿到北京展览馆参加展览
,

无论是

外观造型
、

图案装饰还是内在品质
,

都得到了许多专家的好评
。

徐师傅 向记者平静地叙述着

这一切的时候
,

他抹去了多少不为

人知的细节 ⋯ ⋯当徐师傅当年用手

中的画笔为古筝描画精美的纹饰
、

图案时
,

从信笔涂鸦到 自如地挥洒
,

对于一个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来

说
,

需要付出多少艰辛的汗水

后来
,

徐师傅不满足于仅在

古筝的表面上做文章
,

他脑海里每

天都琢磨着如何改良古筝
,

扩大古

筝音域的问题
。

经过不断的试制
,

徐师傅终于在传统的 形岳山十六

弦筝基础上
,

设计制作出 形岳山

二十一弦筝
。

这款筝不仅保持了原

有的传统音色
,

还加宽了音域
。

形岳山二十一弦筝与 形岳山十六

挥汗如雨麟烤面板
“

二胡好坏看蟒皮
,

古筝好

坏看面板
” 。

徐师傅制作古筝最大的特点
,

就是看面板的工夫很深
。

面板只要

经他过目
,

就知道其优劣与否以及

制作出来的效果如何
,

因此他制作

古筝的精品率较高
。

徐师傅说
,

面

板的纤维
、

松紧结构都不相同
,

朝

阳部分与背阴部分的材质会有很大

区别
。

他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
,

一

看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

并会扬长

避短地加以合理利用
。

徐师傅说
,

过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古筝制作完

成后要刷漆
,

后来为了追求仿古效

果
,

上海民乐一厂放弃了刷漆的方

法而采取用火炉子烘烤面板的方

法
。

徐师傅坦言
,

人工烘烤面板是

很吃力的事情
。

由于当时条件比较

简陋
,

夏天也没有电扇
,

徐师傅在

盛夏高温天气烘烤完面板后
,

浑身

上下如水洗一般
。

虽然辛苦但他意

外地发现
,

烘烤完的面板格外松透
,

不单起到了仿古的效果
,

也使古筝

的音色
、

音量都增添了前所未有的

光彩
。

从此
, “

敦煌
”

古筝全部用

徐师傅首创的面板烤制方法
,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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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
、
拿

兰鱼鱼鑫 乐嶙掣衫军丫矛

传统持续到今天
。

徐师傅高兴地说
,

通过不断

听取琴行和消费者的意见
,

我们厂

的制作工艺有了大大的提高
。

他还

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
“

敦煌
”

乐器今年 已被评为 了上海著名 商

标
,

他像对自己
,

也像对在场的人

说
“ ‘

敦煌
’

的牌子来之不易
,

一

定要发扬光大
。 ”

关于名师苗高徒
“

过去人常说
‘

名师出高徒
’ ,

我说这个不对
,

应该是严师 出高

徒
。 ”

徐师傅说
,

师傅有名不见得

徒弟就有名
,

只有师傅严格的要求
,

徒弟才能带出来
。 “

有的人学了一

辈子也没有出徒
,

这与他用没用心
,

认不认真很有关系
。 ”

徐师傅曾亲

手带了 个徒弟
,

徒弟带出的徒弟

更是不计其数
。

徐师傅告诉我
,

他

一生亲手制作了几千台古筝
。

年
,

徐师傅制作了最后两台封山作

品
,

其中一台紫植象牙 《龟鹤齐寿 》

古筝被著名青年古筝演奏家王中山

以 万元高价收藏
,

这台古筝还获

得了
“

第二届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

优秀作品奖
” ,

被列人
“

第二届 中

国 国 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
”

之

列 另一台收藏于上海民族乐器博

物馆
。

“

认真
”

二字很难
徐师傅谦虚

、

朴实
,

没有大

师的架子
。

他说
“

我做了 多年

古筝
,

到 目前为止
,

我认为还不能

停步
,

要继续研究
,

活到老学到老
。 ”

他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真令人敬佩

和感动

虽 然早 已过 了退休的年 龄
,

徐振高在试弹古 筝

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仍聘徐师傅

留在厂里指导技术工作
。

徐师傅

表示
“

一个人活着为 了啥 就是

要搞一些改革 搞一些创新
。

自

己 留在厂里一天
,

就要努力发挥

余热
。 ”

令徐振高 师傅最欣慰的是
,

国 内著名古筝演奏家几乎都使用

徐师傅制作的古筝
,

他微笑着伸

出手指数着他们的名字
。

直到今

天
,

演奏家们也以拥有徐师傅制

作的古筝为荣
。

尽管徐师傅 已经

收山
,

可演奏家依 旧想要他亲手

制作的作品
,

我就看到青年古筝

演奏家范伟卿恳请徐师傅为她再

亲手制作一台古筝的情景
。

徐振

高师傅把古筝技艺和全部精力都

贡献给 了扶持 自己
、

重用 自己 的

工厂
,

自己从不在家干私活
,

他

是以此来报答工厂多年来对 自己

的信任
,

他把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与 自己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

徐师傅对
“

认真
”

二字有着

深 刻 的 理 解
,

他说一 个 人 做 到
“

认真
”

两个字很难很难
,

而他一

生就是在践行着
“

认真
”

二字
。

从他 不善言辞的朴实 的话语中
,

我们知道 了徐师傅一生扑在了他

所热爱的古筝制作事业上
,

他为

古筝投人了太多 的精力
,

倾注了

大量的心血
。

因为他的执著和认

真
,

他赢得了
“

筝父
”

的美誉

因 为 他对古筝事业的 不懈追求
,

也使
“

敦煌
”

古筝名扬海内外

本刊记者 孟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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