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世上总是有那么一些执
着的人：因为想吃到最美味的
蛋糕，所以学做蛋糕，结果成了
顶尖的糕点师；而韩振国，原本
只是想找一支更顺手的笛子，
吹出更优美的曲子，最后却将
自己变成了制笛师。

我见到韩振国很是偶然。
春节长假期间，友人过生日，呼
朋唤友去吃火锅，有一清瘦的
小伙子姗姗来迟。友人见了他
很是兴奋：“你可来了！快看看
我的箫，也不知怎么了，吹的时
候漏气。”言罢取出一支箫递给
小伙子。

小伙子拿起箫一看，找了
一把剪刀，寻了一点儿胶水，摆
弄了一番，便递给友人：“好了，
你吹一吹试试。”

友人接过修好的箫吹起
来，只闻那箫声浑厚动人。众
人皆喜，都道小伙子手艺了得。

我心存疑惑：“莫非你是
修乐器的？”他笑了：“我是民
乐教师，修乐器不是我的专
业，不过我会做笛做箫。”

一聊，得知韩振国今年30
岁，乃洛阳理工学院民乐协会
荣誉主席、主讲教师；课余做些
横笛竖箫，在国内民乐圈儿中
小有名气，许多外地的笛友、箫
友特意请他制作乐器。

再问他，因何去做笛做箫，
是否自承家业？他还是笑：“我
喜欢吹笛子，为了更好地驾驭
乐器，吹出更好听的曲子，就要
知道它的制作原理。”

这世上总是有那
么一些执着的人，原本
只是想找一支更顺手
的笛子，吹出更优美的
曲子，最后却将自己变
成了制笛师。

韩振国祖籍河南，却生于新
疆、长于新疆——父辈支援大
西北建设，将他带到了那里。
小振国10岁那年过春节，得了
压岁钱，在街上玩耍，见路边有
一老大爷在叫卖竹笛。为招徕
顾客，老大爷吹起了笛子。那
笛声婉转，清脆美妙，小振国被
深深地吸引了。他蹲在路边，
盯着吹笛人，支棱着耳朵听。
老大爷见状向他招手，兜售笛
子。小振国一吹，居然响了，感
觉颇为神奇：一截竹子，钻几个
洞，就能发出奇妙的声响，真是
不可思议！

他花6元钱买下了生命中的
第一支竹笛，上音乐课的时候照
着简谱自娱自乐，很是自豪。父
亲见他吹得陶醉，还请了厂里的
一位乐器高手教他吹笛。后来，

韩振国考入新疆大学，学校规
定，修习两门专业才能顺利毕
业，他便在主修经济学之外，辅
修艺术类竹笛专业，将有关竹笛
的民乐知识十分系统地学了一
遍，方知竹笛的学问大着呢，同
样一支笛子，不同的人吹出的声
音迥然不同：吹得好了，是声音
包着笛子，悦耳动听；吹得不好，
是笛子包着声音，沉闷无味。

2007年，韩振国大学毕业
后，随父母迁居洛阳，一日闲弄
竹笛，笛声被洛阳理工学院的学
生们听到了，劝他来任教。

洛阳理工学院民乐协会本
是学生社团，经费不宽裕。韩振
国被学生们的求学欲望所打动，
有心推广传统民乐，拒收聘金，
免费教授，从此每周五去代课，
风雨无阻。

同样一支笛子，不同的人吹出的声音迥然不同：吹
得好了，是声音包着笛子，悦耳动听；吹得不好，是笛子
包着声音，沉闷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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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城弄笛人

2010年，韩振国又去了铜岭桥村，
偶遇中国制笛大师周林生。周林生听
韩振国吹笛不疾不徐、圆润悦耳，非常
满意，便与其秉烛夜谈，说了一番颇含
深意的话：“笛子不好使，是因为人未
真正了解笛子，反被笛子控制了。对
功力深厚的武林高手来说，兵器不分
高低，皆可爆发撼人威力。在不会吹
笛的人手里，笛子只是竹器；在会用它
的人手里，才是乐器。想吹好笛子，最
好学学做笛子，了解它的特性，方能得
手应心。”

韩振国深以为然，便在村里拜师
学艺，采购了一批竹料回洛制笛。这
批料子，最后变成笛子的只近三成。

“钻洞调音最关键，也最难，挖一刀调
门就变了，后来我只敢拿砂纸一点点
去磨洞眼。”此番练手为韩振国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他到栾川挖竹子时，已
是胸有成竹：“平地上的竹子都不行，
密度达不到；贫瘠的山梁上长的竹子
才好，坚韧，密实，选那长了七八年的，
做笛箫正好。”自古笛箫不分家，做箫
的手艺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

2011年，韩振国再去铜岭桥村，果
断地承包了一片竹林，正式将兴趣变
为工作，以制售笛、箫为生。

去年8月，我国的竹笛大师刘森、
周林生以及全国各地的竹笛爱好者齐
聚洛城，交流雅趣，探究竹笛发源史。

“最新的史料表明，黄帝命伶伦制乐，
首创音律，用的就是洛宁竹子，可见笛
子的发源地就在洛阳呢。”韩振国在这
场“洛城闻笛”交流会上多有收获，而
他所制作的笛子也为笛友们所推崇。

韩振国制笛，做得兴起，废寝忘
食，做好了自个儿先过把瘾，有得意之
作舍不得卖，遇到知音，却慷慨赠送，
号称“结缘”。问他将来有何规划，他
言简意赅地迸出8个字：“育人为本，弘
扬国乐。”

你若有意跟韩老师学吹笛吹箫，
欢迎到洛阳理工学院民乐协会上课，
每周五晚上7点开课，别迟到哦！

做毛笔的、磨菜刀的、扎灯笼的、做虎头鞋的……都是我们这
个栏目要找的人。在机械生产取代手工生产的现代社会，匠人文
化式微。走街串巷的手艺人越来越少，他们模糊的背影渐渐消失
在现代文明的街角，但仍有一些向往朴素美好、追求本真生活的
人，推崇并坚守着人类最质朴、最原始的劳动方式。

在他们的影响下，一度消失的手艺有了复兴的趋势。今天，请
和我们一起去寻访隐匿于这个城市的那些手艺人。你身边有这样
的人吗？欢迎拨打13383792808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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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竹子变成竹笛，需要数年时间：先要长3年以
上，砍下来又要阴干两年，转眼5年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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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振国初到洛阳，代课免
费，靠四处做些其他营生维持生
计。他志不在赚钱，一心想寻一
支更称心的竹笛，于是，2009年，
他只身去了杭州余杭中泰乡铜
岭桥村——中国竹笛之乡。

铜岭桥村盛产苦竹，这种竹
子很适合做竹笛。当地人靠山
吃山，家家户户做竹笛，流水线
作业，有的专管烤竹，有的专管
钻洞，有的专管缠线，分工合作，
效率很高，国内市场上有七成的
竹笛产自这里。

当地人告诉韩振国，要制成
一支竹笛需要数年时间：3年以
上的老竹子才能制笛。老竹子
密度高，做出来的竹笛音色通透
扎实。也就是说，要等竹子至少
长到3年。竹子砍下来后，要自
然阴干，又得等上两年。

之后，要将竹子悬空架在炭

火上烘烤，把竹子中的水分烤出
来。火候要恰到好处，不能烤得
太干，否则做出的笛子声音是散
的；也不能让它太湿，否则声音不
通透。然后，还有去皮、清理内
膛、钻吹孔、定调门、弹线打眼、上
漆、刻字、缠线等多道工序。

韩振国在那儿吃住数日，不
仅没花钱，反而赚了不少钱。钻
好孔洞的竹笛要调音，此非专业
人士不能为。一支竹笛要钻12
个眼，调音师要根据竹子的长短
粗细为竹笛定调门，调节孔洞间
的距离。每个调门间的差距往
往只有1毫米，却决定了竹笛的
音质。

为一支竹笛调音，收费8元
至50元不等。韩振国不记得自
己赚了多少钱，只记得终于淘到
了 5支称心的竹笛，花了 2000
多元。

TA有好手艺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吹箫吹箫

做笛子做笛子

人应驾驭器，而不能为器
所驾驭。对真正的武林高手
来说，兵器不分高低，皆可爆
发撼人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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