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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记者去上海 民族乐器一厂参加了一个新产品发布
、

订货

会
。

会上
,

记者看到几位穿着漂亮演出服的年轻姑娘在舞台上投

入地演奏着
,

演奏技巧娴熟而专业
。

她们所使用 的扬琴
、

水晶二

胡
、

古筝等乐器都是这次上海民乐一厂推出的新产品
。

经介绍
,

才知道这几位青春靓丽的姑娘原来是上海民乐一厂新招人厂的员

工
。

一打听
,

她们可不是从社会上随便招来的普通的员工
,

而是

从上海音乐学院新毕业的大学生

以往
,

学习音乐的大学生被人们视为是象牙之塔里的骄子
,

她们毕业之后所选择的地方多是专业艺术团体
,

最次也是在文教

系统工作
,

而这几位音乐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为何会
“

下嫁
”

到 民

族乐器制作工厂呢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又是靠什么吸引了这些科

班大学生心甘情愿地到工厂来工作的呢

乐器演奏人员要了解乐器制作

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上海民乐一厂的总经理王国振先生
。

他对记者说
,

招这些大学生进企业工作是上海民乐一厂在品牌运

作上的一个新举措
。 “

这些大学生到我们厂来
,

可 以发挥他们的

特长
,

将专业知识与生产结合起来
,

使他们学到的东西能够学 以

致用
,

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艺术人生
。 ”

通常
,

不论是搞民乐演奏的还是搞西乐演奏的人
,

真正 了解

一件乐器的制作过程和工艺流程的人可能不多
,

这也许无可非

议
,

因为她们毕竟不是学制作的
,

对一件乐器的诞生过程并不关

」

以 另 外搞演奏的人也很少有机会亲临乐器制作工 厂 目睹乐器制

作的每一道工序
,

其中有多少技术含量以及制作师傅的心血他们

很难体会
。

来上海民乐一厂的这几位大学生
,

命运给 了她们一次

近距离接触工人师傅
、

了解民族乐器制作过程的机会
。

相信从此

她们会感受到握在手中的乐器沉甸甸的分量
,

也会对乐器增加更

理性的认识
。

正如王国振所说
“

她们是搞演奏的
,

如果她们熟

悉 了乐器制作过程
,

对我们乐器的品质改良会起到相当大的促进

作用
。 ”

民乐再奏华

敦煌诉说新语

乐器制作者也要学习乐器演奏

民族乐器制作业源于手工作坊
,

祖祖辈辈靠 口 传心授学手艺

的制琴师傅只是 专心学习乐器制作
,

并没有人教过他们演奏乐

器
。

时至今 日
,

许多乐器生产企业里的员工会演奏乐器的人员不

多
,

这无形中也影响了乐器品质的提升
。

因此
,

引进搞器乐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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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生加人到民族乐器的制作队伍中来
,

不仅会对一个

企业
、

一个工厂的乐器制作水平提高档次和品味
,

也将使

本身就具备深厚文化底蕴的乐器产品注人新的文化内涵
。

据悉
,

王国振经理就给这几名大学生下达了搞乐器改 良的

任务
,

要求她们有空到车间熟悉生产过程
,

甚至拜一个师

傅亲 自制作乐器
,

感受如何制作乐器
、

改良乐器的过程
。

他还让这些大学生当教员
,

规定她们每个星期抽一天时间

对员工进行音乐培训
,

让员工学习乐理知识和乐器演奏
。

这些大学生对工人师傅进行乐理和演奏的培训
,

工人音乐

素质的提高反过来会带动工厂乐器产品质量的普遍提高
。

品牌
、

质量
、

科技含量在良性的循环中得到进一步体现
,

这也正是上海民乐一厂的领导招收大学生来工厂的初衷
。

多元选择拓宽就业渠道

上海民乐一厂为这些器乐演奏专业的大学生提供了 良

好的发展环境
,

在目前招收的四名大学生的基础上
,

又从

社会上招聘了几位音乐专业人士组成了 “

敦煌新语
”

组合

乐队
,

在上海频频登台演出
。

何为
“

敦煌新语
”

王国振

解释说
“ ‘

敦煌
’

作为一个传统内涵丰富的名字
,

我们要

在当代赋予它新的含义
, ‘

新语
’

就是新的语汇
。 ”

据悉
,

上海民乐一厂还打算再招几名大学生补充到
“

敦煌新语
”

组合中
。

民乐一厂届时将请专家对
“

敦煌新语
”

的成员进

行形体
、

歌唱
、

多种乐器的掌握等方面的培训
,

使这些学

习 民乐演奏的大学生能够一专多能
。

同时工厂还将委约一

些作曲家写一些新的作品用于
“

敦煌新语
”

组合
。

这些大

学生是幸运的
,

她们的选择不知比那些满世界找经纪公司

包装演出的演艺人员强多少倍

看来
,

这些学习乐器演奏的大学生进入民乐一厂以

后
,

非但没有荒废专业
,

还使其才能得到了空前的施展与

张扬
。

自打敦煌新语组合成立以来
,

国 内一些大的琴行已

经向她们发出了演出邀请
。

王国振说
,

要以这种形式策划

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

进一步提升
“

敦煌
”

品牌的知名度
。

演出与商业的运作结合起来
,

这也是上海民乐一厂对文化

产品的延伸所做的一种尝试
。

通常
,

理工科类的大学生进工厂当工人
、

技术员的并

不鲜见
,

但学习乐器演奏的大学生进乐器制作工厂倒成了

新闻
,

这本身似乎就显得不正常
。

也许有人说
,

搞器乐演

奏的终极 目标是在舞台上展示 自己的音乐才华
,

进工厂不

过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

诚然
,

所有学习器乐演奏的人员
,

她们的最初 目的都是活跃于台前 不愿意在幕后默默无闻

度一生
。

可是
,

面对专业艺术团体的演员过剩
,

在规定的

年龄段必须强退等政策的出台
,

专业演出单位的优势在市

场激烈竞争面前 已不在风光如当年
。

加之许多音乐院校的

器乐系毕业生也因供大于求
,

欲进人专业团体已是无望这

一现状
,

退而求其次
,

音乐院校的毕业生能够进人与乐器

相关的工厂也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

俗话说
,

是金子

在哪儿都发光
。

上海民乐一厂招募贤才 良将
,

不仅为 目前

面临艺术类毕业生供大于求的就业环境拓展了一条新的就

业渠道
,

为大学生搭建平台放飞梦想
,

也为企业注人了新

鲜血液
,

将民族音乐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

来
。

因为一个企业的发展
,

不仅要靠品牌
,

更要靠人才

有了悟桐树
,

引得凤凰来

民乐大学生来是来 了
,

但面对外界太多的诱惑
,

她们

能否安心地在工厂待下去呢 王国振经理笑着说
“

只要

我们的企业运作的好
,

有吸引力和适应这些大学生成长的

环境
,

相信她们也不会轻易离开
。 ”

王国振介绍说
、

经过

几个月的观察
,

发现这些大学生心理比较稳定
。 “

她们认

为我们的工厂是一个文化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工厂
,

因此她

们很愿意在我们的企业里成就她们的理想
,

实现她们的人

生价值
。 ”

王经理还悄悄告诉记者说
,

现在有专业艺术团

体的人也要求调到上海民乐一厂来工作
。

浓郁的文化氛

围
、

良好的人文环境是一个企业
、

单位吸引人才
、

留住人

才的重要因素
,

正所谓
“

有了梧桐树 不愁引不来金凤凰
” 。

上海民乐一厂的一系列吸引专业人才的举措
,

难道不

值得我国乐器制作企业的有识之士借鉴么

本刊记者 孟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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