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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建平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的二胡制作大师，多位著名演奏家
都用过他做的琴，“闵惠芬晚年的
时候因为力量小了，所以给她做琴
要‘松’一点，但声音不能散；而给
马晓晖的琴，要给她一点张力。”

在张建平看来，顶级民族乐器
的手工制作，是永远不会被机器取
代的。上世纪 !"年代，厂里曾邀请
闵惠芬、吴之珉、唐春贵等当时的
名家盲评二胡，“# 把二胡放在一
起，让他们轮流拉琴”，结果，每把
琴的制作者都被猜对了，“琴就像
人一样，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
张建平制作的二胡音色甜美，上下

把位通透，尤其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张建平的家族

史，可以说就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和敦煌牌的历史。

解放前，张建平的大伯张文龙
在上海开了一个作坊制作民族乐
器，后来，张建平的父亲张龙祥来
到上海投奔哥哥，两人此后又各立
门户制作京胡和二胡。$%&'年公
私合营，在豫园，上海的 !'家民族
乐器制作坊合并而成上海民族乐
器合作社，其中就有张家的两个乐
器作坊，这正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的前身，敦煌品牌也随之问世。
$%'(年 %月，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成功注册“敦煌牌”商标。$%')年，
该商标正式启用，沿用至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乐器
厂众多，然而现在这些老厂大多不
复存在。
为了生存，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在改革开放初期竟然一度以做家
具和玩具为主业，“当时国门刚打
开，西洋乐器像潮水一般涌进来，
是民族乐器最艰难的时期，一批
大师不做琴做起了相框。”上海民
族乐器的“独苗”，就这样“保”了
下来。$%%! 年王国振成为厂长，
一查账本“吓了一跳”，利润总额
只有 % 万元，仅靠收房租勉力维
持，南京路上的店面出租、莘松路
沿街的厂房出租，一年的租金倒有
(""万元。

! ! ! !掌舵“敦煌”品牌 $! 个年头，
回首往事，王国振依然感慨不已，
“当时真是生死存亡，有人提出要
降价，和上海周边的家庭作坊企业
争夺市场，我说‘敦煌’不仅不能降
价，还要适当涨价。”
为什么有底气说这样的话？王

国振说，“敦煌品牌的核心是文化，
这是一只金饭碗，我们却拿着金饭
碗在讨饭吃。”王国振认定“敦煌飞
天”要重新打文化牌，这个从钢琴
厂“空降”来的王厂长，提出要把敦
煌牌古筝打造成中国的“斯坦威”。

当时民族乐器市场鱼龙混杂，
以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为主，扬州
地区有上百家小企业生产古筝，扬
琴生产集中在北京、河北等地，还有
苏州的二胡、杭州的笛子。低价竞争

的结果，是粗制滥造现象严重。
“敦煌”高起点再出发，“首先，

我们定位很明确，敦煌乐器不是一
般的消费品，而是文化产品。”

从产品营销到文化营销，方向
对了，“敦煌”的飞天路起步就很
顺，“$%%!年至今 $!年，我们的销
售额每年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年 %月 (%日，上海民族
乐器一厂与东方广播电台在上海鲁
迅公园联合举办“千筝和鸣———花
好月圆”中秋文艺晚会。身着印有
“敦煌乐器”上衣的千人古筝乐队
共同演奏，创下世界吉尼斯纪录；

(""&年 $月，与东方电视台
合作，在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开设
“敦煌国风”栏目；

(""&年 %月，组建“敦煌新

语”乐队，乐队成员全部是毕业于
上海音乐学院的优秀生，近年来，
在国内外音乐厅、剧院、学校等场
所进行民乐表演近 *+"场；

(""%年 '月，企业民族乐器
制作技艺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年 &月，上海民族乐器
一厂乐器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三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年 !月，由王潮歌导演
的中央民族乐团大型民族乐剧《印
象国乐》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敦
煌”为其量身仿制了 '"多个品种、
!"多件敦煌壁画乐器。

有中国民乐展示的地方，就能
看到“敦煌”，文化营销和乐器销售
很快就良性循环，(""*年，上海民
族乐器一厂主打产品之一———“敦
煌牌”古筝产量首次突破 )万台，
销售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国家队"认可消费者买账中国民族乐器第一品牌!"年薪火相传

“敦煌”飞天 中国声音传遍世界

! ! ! !“敦煌杯”全国古筝、二胡、琵
琶比赛；“敦煌杯”乐器制作交流比
赛；“敦煌国乐”“敦煌之夜”当代名
家音乐会……近年来，在国内外著
名音乐厅、剧院、音乐学府以及国
际性舞台上，带有“敦煌”,-.-的
中国民族乐器频繁亮相。“敦煌”由
此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第一品牌，而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也成为中国民
族乐器制造业的领军企业、中华老
字号企业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单位。
更加可贵的是，“敦煌”对于中

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由最初的营
销文化变为引领文化，越来越多的

重要国际场合，“敦煌”正在用中国
琴向全世界讲中国故事。

北京奥运会期间，“敦煌”代表
上海参加了“中国故事”文化展演
活动，为奥运会闭幕演出研发定制
了电声二胡。上海世博会期间，他
们成为宝钢大舞台“中国元素”乐
坊专区的承办单位，为世博会闭幕
演出设计制作了特制琵琶。
“敦煌”的上海馨忆民族室内

乐团，赴世界各地传扬民乐文化；
此外，还创建了敦煌艺术学校，在
我国各地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
日本、美国等国家设立了 $''家敦
煌音乐教室。

由“卖产品”向“卖文化”升级，
民族乐器“变身”文化产品，“敦煌”
也取得了行业定价权，一件件精品
古筝、二胡、琵琶，一改过去廉价陈
旧的形象，标价数万元依然受到市
场热捧。
“文化视角研发产品，产品研

发挖掘文化”，这是王国振常讲的
话，“敦煌”每年都会更新产品目
录，(+$/ 年的目录是一本厚厚的
全彩印图书，其中的“敦煌”产品不
仅是品质优异的乐器，更是具有高
文化附加值的工艺品———在民族
乐器制造中注入竹刻留青、木雕、
贝雕、景泰蓝、漆器、古典文学、名
人书画等工艺和元素。近年来，“敦
煌”出品的限量版乐器，已经成为
收藏界的新宠。

! ! ! !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无论销
售业绩如何增长，最受尊敬的依然
是像徐振高、高占春、张建平这样
的乐器大师，这里有不少劳动部认
定的国家高级技师和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在“敦煌”，大师不是吹出来
的，而是比赛评出来的。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的“敦煌杯”乐器制作
比赛，检验工匠水准的是中国一
流的演奏家。张建平就创下过连

续 %次获得第一名的记录。在考核
高级技师时，张建平的一篇论文
《简论二胡琴码的合理使用》引起
众多评委的关注。“琴弓也很重要，
二胡最主要是要靠琴弓摩擦琴弦
发声，琴弓不好也会影响一把好琴
的声音。”

每月，企业都会买票子给员工
去听音乐会，去听民乐讲座。在与
上海城市剧院一起共建的民乐演
艺基地，每月会有场音乐会，台上

是演奏民乐的名家，台下是制作民
族乐器的能工巧匠。中、高级工定
期都会接受乐器美学、机械识图、
音乐常识、工艺制作等理论方面的
培训。

工匠精神的传承，源于企业对
匠人的尊重，“制琴的不是工人，而
是匠人，是文化人，是受人尊敬的
高端人才。”王国振说。

除此之外，敦煌还与上海群益
职业技术学校共同培养了近三十
多在读学生。一边学习知识，一边
学习乐器制造技术。“这是未来一
支新生的队伍。”

! ! ! !在民族乐器一厂工作了三十

多年! 张建平到了快退休的年纪!

做了一辈子琴!张建平说自己还有

一个遗憾!"现在的高校有提琴制

作专业! 但民族乐

器制作专业! 依然

是个空白#$张建平

说希望在自己有生

之年能看到民乐制

作登上大学讲台#

王国振则说自

己始终有一个"民

乐梦$%%%让世界

上更多的人了解和

喜爱中国民族音

乐# 王国振在钢琴

厂&提琴厂都工作过!他对于民乐

与西乐在国内境遇的冰火两重天

有过切身体会!"现在学校提倡学

老字号 气
象

本报记者
程绩

生学习乐器! 包括音乐课程设置!

都是西乐居多!民乐偏少!反而在

新加坡!中学里都有华乐团# $

这些年!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之所以坚持支持

各种民乐比赛 !

就是希望能够培

养一片民乐演奏

和创作的热土 !

"不能说起民乐!

永远都是 '渔舟

唱晚('赛马('江

河水($#

可喜的是 !

现在学习民族乐

器的人越来越

多!古琴热&古筝热一波接一波#

"民乐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 $王国振说#

" 工作人员正在检验琴弦

的粗细是否均匀

敦煌乐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一个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品牌，
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第一，圈内人都知道，中国中央民族乐团就认
“敦煌”。

“国家队”认可，消费者也买账，在阿里今年2月公布的老字
号电商销售排名中，敦煌是唯一上榜的民乐品牌，每天敦煌牌的
古筝、琵琶和二胡都被送往全国各地，老字号“触网”活力焕发。
“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是靠做画框和玩具才活了下来”，王国

振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厂长，1998年他初来乍到时，厂里利润总
额只有9万元，经过18年，2016年的销售额2.7亿、净利润超
过4千万。
“敦煌”如何飞天？
“最核心是，我们抓住了文化。”王国振说。

" 民族乐器一厂内陈
列的巨型葫芦琴 本版摄影 陈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