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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乐器来致富，她们奏响乡村振兴梦幻曲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从兔年初一至今，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镇双田村女子成美玲制作的笛子每天都在发货，而在永
州市东安县“吉他小镇”，罗琴英家生产的吉他则远销美国、西班牙等欧美国家。一个让人吃惊的
数据是，全球 60% 以上的吉他是在中国生产。

无论是制作传统乐器还是制作西洋乐器，湘妹子在乡村振兴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2 月 5 日是元宵节，成美玲

发完最后一批笛子货单后，终

于可以和家人美美地吃上一碗

汤圆了。

“我也没想到从大年初一到

元宵节都有人要买笛子。”2 月 6

日，衡山县民族乐器制作协会秘

书长成美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从初一到现在，她每天

都在发货。

据了解，衡山民族乐器的

制作始于唐朝。

在《衡山文化志》中记载，

清朝时期便有乐器艺人引进胡

琴、笛子的制作技艺，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从事乐器加工、

生产和销售的人数达到几万人。

笛子、二胡、葫芦丝如今都属

于衡山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受人们喜爱。

最初，从小爱唱歌的成美

玲想找当地的手工艺人学葫芦

丝制作，但在当时，不少村民

还抱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的观念，拒绝了成美玲，她也

只好自学。

“当时就是反复琢磨，不停

试错，但做出的葫芦丝比较粗

糙。”成美玲回忆，摸索了一年

多后，为了提高自家产品的竞

争力，她花高薪从云南请来了

一个师傅制作，同时自己跟着

学习。

那几年，成美玲家的葫芦

丝销得很好，请了帮工，不少

张家界的客户到南岳来找她进

货。她和丈夫还把自己的技术

分享给了哥哥和侄儿，赚了钱、

买了房的哥哥和侄儿又把技术

分享给了更多人。

做的人多了，葫芦丝制作

变成了一个产业，成美玲不再

一个人包打天下，大家在制作、

调音、销售等方面进行了分工

合作，成美玲通常做关键的调

音和销售。对于乐器来说，音

准、容易吹才能更好卖。成美

玲以前晚上经常加班帮别人调

音，有时搞到晚上 11 点多。曾

经一对父子分别做起了葫芦丝

生意，为了让成美玲先给自己

调音，还争吵了起来。

2019 年，成美玲决定转行

做 笛 子。 原 来， 在 2019 年 12

月 5 日，即衡山县民族乐器制

作协会成立的那天，有人向她

建议，当地的葫芦丝价格透明、

利润空间低，而笛子会有比较

好的未来。当时，当地的一些

笛子制作工艺也比较原始，一

般不调音。

成美玲在了解当地的情况

后，又到素有“中国竹笛之乡”

之称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

泰紫荆村考察、进修，并再次

用高薪，请师傅到南岳。

“会吹葫芦丝的不一定会吹

笛子。”成美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葫芦丝只有一个

八度，而笛子有三个八度，我

头一个月都没能吹响笛子。”

但成美玲有耐心，她决定

要学笛子后，坚持每天练习一

两个小时，终于把笛子吹响了。

“不调音的竹笛，批发价通

常在 50 元以下。 调 好 音 的 才

能满足客人的需求，才能卖得

起价。”成美玲介绍，竹笛的

制作工艺十分细腻和严密，前

后需要包括选料、烘烤、刮竹

皮、锯节、打磨、划线定调、

打孔、校音等 70 多道工序。“做

笛子要把竹子烤直，最好是烤

成 焦 黄 色， 然 后 去 皮、锯节，

然后用卡尺测量竹子内径，以

确定做 G 调还是 F 调或别的调

的笛子。”

在成美玲看来，一根好的

笛子要在密度、厚度和手感上

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通常 100

根竹笛里能有一两根可以做精

品。

能做精品的笛子，在调音

时就要有意识地进行深加工了。

“通常是一边打磨一边调音，能

准确吹出三个八度。”成美玲介

绍，“做好油漆的笛子价格又要

高上一两百元。”

此外，成美玲还推出了个

性化服务，客人可以要求在笛

子上加刻名字、诗句等，增强

了笛子的收藏性。

而 为 了 打 开 笛 子 的 销 路，

成美玲不但在淘宝等电商平台

开店，而且在抖音、快手等社

交平台演奏笛子促销。没承想，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家笛子的

销量节节攀升，“每天都发货，

尤其北方的客户多”，成美玲制

作的笛子一支就卖到了数千元。

随着衡山县委、县政府对

民族传统乐器的重视，衡山县

成立了民族乐器制作协会，成

美玲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抱团

发展，共同做大做强。”

目前，该协会共有会员 152

人，成员单位 13 家，制作加工

家庭式作坊 39 户，行业从业人

员近千人，年总产值达 3000 万

元。

吉他，通常被认为是西洋

乐器。而你想不到的是，公开

数据显示，中国的吉他产量占

全球总产量的 60%，中国已成

为世界最大的吉他生产基地。

这其中就有永州市东安县

“吉他小镇”罗琴英的贡献。

“我觉得现在应该全球 80%

以上的吉他是在中国生产。”2

月 6 日，罗琴英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吉他小镇”指的是东安

县白牙市镇

工业园。走

进园区，你

可以听到不

绝于耳的机

器 轰 鸣 声，

那是工人们

正在忙着制

作、组装各

类吉他，一

把把吉他经

检验合格后

会运往世界各地。目前，这个

园区的 4 家吉他企业的年出口

量在 20 万把左右，吉他制造业

年产值达 3.2 亿元。

“我们回到东安创业，既有

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原因，也

有不舍的家乡情怀。”罗琴英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的

老公唐智明是东安人，此前两

人在广州打拼了 25 年，主要生

产专业级演奏的古典吉他和民

谣吉他，定位为欧美中高端市

场，后来因为家乡良好的投资

环境和家乡情结便回来了，“从

沿海回到内陆，在物流上无疑

增加了成本，但这些无法阻挡

我们回乡的脚步”。

2016 年 11 月， 歌 诺 雅 乐

器作为东安县第一家吉他制造

企业入驻东安县白牙市工业园，

并在当年实现投产。

回乡投产后，罗琴英首先

就遇到了招工难题，“刚回来时，

村民不知道当地有工作机会，

过年后就继续外出务工”。当地

政府了解到情况后，帮忙做了

招聘推广，很快就解决了用工

难题。

“ 员 工 月 薪 3000-4000 元，

其中女性会多一些。”罗琴英介

绍，中高端吉他制作更注重细

节， 在 面 板 镶 嵌 贝 壳、 拼 木、

五金配件时，女员工更细致些。

罗 琴 英 本 是 弹 古 琴 出 身，

后来却和丈夫做起了吉他生意，

“那时纯粹是为了养家糊口”，

但越做越喜欢，尤其是看到能

为家乡人解决就业，不让孩子

变成留守儿童，更是心生欢喜。

因为看好家乡产业发展前

景，罗琴英和丈夫又与人合伙

在园区开了一家新的吉他企业，

专门做高端产品。

为了打开销路，罗琴英和

丈夫每年都会去上海参加中国

（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这是

目前全球展览面积最大的乐器

展。在这里，罗琴英可以和世

界各地的客商见面，并以过硬

的品质赢得客户。

“ 我 们 的 材 料 都 是 进 口

的。”罗琴英介绍，大多价格

昂贵或者有历史的吉他都是上

的虫胶漆。因此，她也通常把

虫胶漆作为吉他的漆面，每把

吉 他 要 做 100 多 次， 由 于 每

一次上虫胶漆都需要时间来干

燥， 所 以 每 把 吉 他 都 需 要 30

天 左 右 才 能 完 成 整 个 油 漆 工

序。此外，上好虫胶漆的吉他

还 需 要 在 干 燥 房 里 放 至 少 15

天，以等待虫胶漆里面的酒精

完全挥发。这样虫胶就能很好

地保护吉他，并且让吉他的声

音更好听。

虽说吉他是“西洋乐器”，

但 是 近 些 年 在 亚 洲 却 十 分 普

及流行。“现在国内做吉他的

也 不 少， 我 们 希 望 做 大 做 强

自 己 的 品 牌， 进 一 步 打 开 国

内市场。”罗琴英告诉今日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她 已 分 别 在

西 班 牙 和 中 国 注 册 了 自 主 品

牌“PALLADO”（帕尔拉多）。

而在她之后，又有 3 家吉他企

业 入 驻 白 牙 市 镇 工 业 园， 大

家 分 工 合 作， 有 的 定 位 中 高

端市场，有的定位大众市场；

有 的 生 产 古 典 吉 他， 有 的 生

产 民 谣 吉 他， 充 分 整 合 资 源

实现优势互补。

有网友感慨地说：“这应该

就是人们常说的‘师夷长技以

制夷’吧。”

疫情期间，她家笛子火了

她制作的吉他“弹响”欧美

制作笛子、葫芦丝、吉他 ......
“新农人 兴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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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美玲在为笛子调音。

去年，罗琴英（中）家产的吉他被阿尔坦乐队主唱亚森（右
一）带上央视演奏。

扫一扫，
分享给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