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断创新 步步登高
一一访 “ 龙凤 ” 品牌创始人田步高

本刊记者 孟建军

地杰人灵的扬州被誉为 占筝之 乡
,

近年来古筝在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得到 了空前的发展
。

而扬州 的第 架古筝诞生于何年
,

它是由谁率先制作出来的 也许人们不知道
。

其实在 多年前的

年
,

正是 步高 与张弓先生合作制作出扬州第一 架古筝
。

认识田 步高是通过乐器展览会
,

见面的地方
一

不是在北京乐器展上就是在上海或厂
‘

州 乐器展上
。

每次

见面
,

他都会向我 介绍他们带来 了哪些新产品
,

又打算搞哪些活动等等 而每一次看他们精心打造的乐

器
,

都会给人带来惊喜和愉悦
。

不难看出
,

田 步高是一个不甘于平庸的人
,

他和儿子田泉带领着他的公

司总是不停地求新
、

求变
,

在乐器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下
,

他以卓尔不群的风貌向前飞奔着
,

向着更高
、

更快
、

更强的 目标挺进
。

一花引来百花香
“

上世纪 年代
,

在扬州找不到一台古筝
,

如果想利用扬州古城的文化底蕴推广古筝
,

必须 自己

动手制作古筝
。 ”

田 步高回忆制作古筝的初衷
。

时任扬州小红花艺术团负责人的田步高和张弓老师请南

京艺术学院的涂永梅老师画 了一张图
,

从此他们就开始了扬州第一代古筝的研制
。

在没有专业技术人 员

的情况下
,

田步高和他的同事以及工人师傅土法上马
。

如何烘烤面板
、

框架与面板的胶合
、

各个部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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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市场创造了条件

。

尺寸用料
、

面
、

底板的厚度等等
,

一切都是在摸索中

前行
。

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

一台台古筝相继诞

生
,

成为青少年打开音乐之门的利器
。

扬州市少年宫

恢复后
,

田步高任扬州市少年宫教务主任
。

为了解决

学生购筝难的问题 少年宫正式开办了扬州民族乐器

研制厂
。

如今
,

扬州的古筝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

这与田步高和他的同道当年研制出扬州第一台古筝是

密不可分的
。

田步高与张弓老师当年的创举必将载人

扬州古筝发展历史的史册
。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科技创断
随粉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人

,

多种体制并

存的现实让田步高于 仪巧年企业改制后才有了真正属

于 自己的企业
。

作为扬州 民族乐器研制厂有限公司蓝

事长
、

扬州华韵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田步高不墨守

陈规
,

他深知 只有把科技与传统民族乐器相结合
,

传统的民族乐器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

通过大胆

的改革和创新
,

龙凤牌
“

双弧古筝 诞生了
,

它是对

天圆地平传统型古筝的改 良
。

正是由于在科技创新
、

文化创惫上狠下功夫
,

使得田步高的企业硕果累承

如今田步高的企业已获得六项琴攀发明专利 双箱古

琴
、

双箱古筝
、

双箱高音筝
、

低音筝和多项适用新型

专利等
。

龙凤牌改良二胡于 年通过文化部科技鉴

定并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双弧古筝
、

仿唐古琴均通过省级科技鉴定
,

成为

中国名优产品
。

扬州民族乐器研制厂坚持走乐器产品

工艺化之路
,

将扬州传统漆器工艺和古筝等民族乐器

珠联璧合
,

形成扬州工艺古筝系列和特色
,

既增加了

古筝的品种
,

又提高了古筝的档次
,

为产品不断占领

热衷公益活动弘扬音乐文化
田步高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工

作
,

他坚持一手抓产品
,

一手抓培训
,

以教促销的办

厂方针
,

在扬州市举办少儿
、

成人及老干部古筝培训

班
、

少年宫系统和各地中小学古筝师资集训班
,

培训

古筝师资百余人
。

田步高还是扬州老年大学古筝班
、

师资培训古筝班指导教师
。

年
,

田步商与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了
“

龙

凤杯
,

全国少儿古筝遨谙赛
。

当时在国内各种民乐比

赛很多
,

唯独没有古筝单项比赛的情况下
,

田步高创

愈发起 了古筝单项比赛
,

开历史先河
。

在此次比赛闭

幕式上
,

他首创的
“

少儿百筝大齐奏
”

引起了极大轰

动
,

中央电视台曾给予报道
。

后来全国多个城市都相

继举办
“

百筝大齐赛
” 。

年 田步高启动 了制作百琴工程
。

根据史

料
,

对照故宫珍截和散存于民间的老琴
,

田步高率员

以百年老杉木和出土汉木祈制
,

怀着
“

良工古木出精

品
”

的信心
,

古法制琴
,

裸漆严谨
,

做工考究
,

终于

达到了
“

百琴百制无同类 的目的
。

年
,

倾注了

田步高 以及该公司制琴师傅心血的一百张不同形制

包括历代名琴 仿古琴在中国第二届国际琴会上亮

相
,

他的这一创举被任誉为是
“

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

次
’ 。

年
,

田步高拼粉百张复制古琴应遨赴香港

举办中国古琴
“

百琴书画博览展
, ,

并在香港大会堂

举办
“

南北名家汇香江琴筝演奏会
’ ,

实现了他多年

来
“
以琴论琴觅知音 的夙愿

。

年
,

在古琴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
,

田步高慷

慨出资与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等单位在北京举办了两项

重大活动 月旧在居庸关长城举行了 个民族

张琴
,

庆祝建国 周年长城大型音乐会
, 月 日在

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了 “
中西合璧 —钢琴

、

古琴两琴

联奏大型音乐会
,

俐琴家鲍慈养
、

刘诗昆
,

古琴家

龚一
、

李样盆在音乐会上精彩的演出 堪称中西合璧

的经典
。

年 月
,

扬州华韵乐器公司协办由中国艺术

研究院在古琴之 乡常熟举办了
“

首届 中国古琴艺术

节
’ , 年 月 日

,

作为
“

中国心奥运情
”

庆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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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长城大型演奏会协办单位
,

在北京居庸关长城奏响琴筝
。

年 月
,

为庆祝古琴 申遗成功 周年的喜迎

奥运
,

田步高
、

田泉父子精心复制 张古代名琴
,

在

北京东方博古收藏品中心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中国古代名琴复制成果展 》暨中国古琴复制学术研

讨会
,

以 张复制名琴祝福第 届奥运会圆满成功
。

身于这片琴筝的家园
,

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

田 步高坦

言 琴筝博物馆是我一生在事业方面的创举
。

创理华 琴攀艺术博物馆
“

钢琴只有 多年历史
,

全世界钢琴博物馆很

多
,

而中国历史悠久的古琴
、

古筝居然连一个博物馆

也没有
。 ”

田步高说
,

古筝
、

古琴是我们 国家的国

粹
、

国宝
。

古琴是博大精深的艺术
,

它不能绝响
。

最

初田步高原本与北京有关机构联系
,

打算在北京搞一

个古琴文化博物馆
,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琴建一

个
“

家
” ,

因为种种原因
,

这一计划最终搁浅
。

于是

他决定利用 自己的人脉资源
,

自力更生地自己筹建琴

筝博物馆
。

年
,

在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的帮助下
,

华夏琴筝艺术博物馆终于在扬州落成
。

这座总计

多平方米的建筑坐落在龙凤乐器新厂区内
,

二层为古

琴馆
,

三层为古筝展区
。

作为中国古琴
、

古筝第一个

博物馆
,

华夏琴筝艺术博物馆填补了我国古琴古筝专

题博物馆的空白
。

中央电视台以及多家媒体对琴筝艺

术馆做了相关报道
。

徜徉在华夏琴筝艺术博物馆
,

人们能看到不同年

代各式各样的古筝
、

古琴
,

从这里追溯琴的起源
、

筝

的沿革
。

馆内陈列着数十张古筝和百张仿古名琴
,

楠

木雕大地屏
“

百琴堂
”

由故宫博物院著名古琴鉴定专

家郑氓忠先生题写
。

在古筝陈列馆里
,

有被誉为筝的

起源的
“

五弦筑身
”

乐器的复制品
、

长沙马王堆出土

的二十五弦瑟
、

苏州吴桥出土的十二弦古筝及其他出

土的筝和瑟及复制品 还有反映古筝形制沿革的各种

形制的古筝如 五弦筝
、

十二弦筝
‘

十三弦筝
、

十六

弦筝
、

二十一弦筝
、

二十五弦筝等
。

有关琴学的诗
、

词
、

歌
、

赋
、

绘画
、

雕塑
、

雕刻与古老的乐器构成了

琴筝艺术博物馆浓厚的文化氛围
。

流连其间
,

人们能

抚摸到古琴
、

古筝在中国文化
、

历史的长河中清晰演

进的脉络
。

这里展示的每一件乐器带给观众的是历史

的悠远
、

艺术的深邃
、

精神的洗礼和心灵的振奋
。

置

将 业与生命触入粤攀
如今

,

扬州华韵乐器有限公司是扬州较大规模

的民族乐器产销基地
,

它集乐器研制
、

生产
、

销售培

训
、

文化公益事业于一体
。

企业注重文化创惫和科技

创新
,

曾多次被评为先进企业
、

科技进步先进集体
,

田步高个人也多次受到表彰
。

田 步高在乐器企业家中是善于写文章的秀才
,

近年来他先后发表各种论文二十多篇
,

并编印 弘扬

与开拓 》论文集一册并出版 《田步高琴筝文录 》
。

年来
,

田步高父子在致力于做琴筝产品
、

做品牌的同

时
,

他们也一直在做着一篇大文章
,

那就是精心打造

琴筝文化
。

年
,

田步高被文化部授予
“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先进个人
“

称号
。

年
,

被中国乐器协会评为

中国乐器行业优秀人物
。

田步高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

中国民族乐器

协会常务理事
、

中国琴会古琴专家委员会委员
、

中国

民族管弦乐学会乐器改革制作分会副会长
,

北京古筝

研究会会员
、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
。

年来斗转星移
,

田步高始终怀抱着一个梦想
、

一个心愿
,

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

弘扬民族悠久的

器乐文化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

田 步高说
“

年来
,

我们 父子与琴筝朝 夕相

伴
,

做筝做琴
、

弹筝弹琴
、

教筝教琴
。

我们已经离不

开琴筝了
。 ”

田步高与田泉的事业和生命已经与琴筝

紧紧融为了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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