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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6日，在卫东区申楼街道焦庄

村，悦耳的声音不时从一个小院中传

出，村民张团杰正在为笙调音，神情专

注而自然。

“能不能听出来我刚才吹的是哪个

音？”张团杰问。

“不能，就是感觉挺好听的。”记者

老实作答。

“是‘发’音。”张团杰笑着说，“手工

制作的乐器调音完全靠耳朵听，只有经

过多次调音才能达到音准。”

张团杰今年 71 岁，14 岁时到原漯

河乐器厂当学徒，3 年后艺成出师，可

以手工制作二胡、三弦、古筝、琵琶、笙

等乐器。

“咱省手工制作乐器的没有几个人

啦，所以我要多培养几个传人，不能让

手艺失传。”张团杰说。

坚守这个老行当，张团杰表示要

感谢《梨园春》栏目。1994 年，《梨园

春》正式开播，在中原大地掀起戏曲

热。“原来买乐器的人少，《梨园春》开

播后，民间喜欢戏曲的人越来越多，乐

器市场逐年升温。”张团杰说，他制作的

乐器主要销售给南阳、漯河等地的戏剧

团和民间艺人，很受欢迎，他每个月纯

收入 3000余元。

张团杰目前多是接单生产，客户直

接把制作乐器的原材料寄给他，他根据

客户需要制作相应的乐器。“做不及，存

不住货。”张团杰随手拿出一把三弦说，

“这个是河北邯郸的客户两个月前订做

的，我用了 8 天才做好，这两天就给客

户寄过去。”

张团杰介绍说，手工制作乐器一般

有切割、刨平、打磨、蒙皮、组装、抛光等

几个步骤，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蒙皮

（把蟒皮蒙上琴筒）。要先把蟒皮用凉

水浸泡，不能用温水或热水，浸泡时间

根据蟒皮厚薄确定，一般需要两个小

时。浸泡后还要进行铲刮，这是个细活

儿，目的是让蟒皮各部位厚薄一致。“皮

面水分略干后开始蒙皮，这时候需要用

模具，让皮子得到充分拉伸，但又不能

太紧或太松，否则会影响音质。”说起这

些工艺，张团杰侃侃而谈。

为了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张团

杰 从 2018 年 开 始 有 意 识 地 培 养 传

人。目前，他认可的传人有 3 个，均已

艺成自立。“他们都能独立制作乐器，

销路和收入都还不错。”张团杰欣慰

地说。

张团杰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对乐器

兴趣不大，他就把重心放在小儿子身上，

还把今年32岁的小儿媳邱晶晶带出师。

“原来看父亲年纪大了，我不忙时就给他

打打下手，没想到我越来越喜欢这门手

艺。乐器制作的过程充满乐趣，里面有

自己的思想情感。”邱晶晶说，每当完成

一件作品，她就特别有成就感。

“我是真的热爱制作乐器，会一直

干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张团杰说。

“非遗传承保护是提升村庄软实力

的重要载体，焦庄村将以‘五星’支部创

建为牵引，充分发挥张团杰老人的示范

带动作用，帮助他打造家庭作坊，建立

展览室、陈列室、加工间、工具间等，并

紧密结合乡村振兴工作，组织有意愿、

有条件的群众参与技能传承，让老行当

焕发新活力。”焦庄村驻村第一书记陈

政良说。

（本报记者 朱江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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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在

人们熟悉或陌生的角落，有无数个辛勤

劳动者的身影。其中，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牢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执着

坚守，让老行当焕发新活力；他们胸怀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拼搏奋斗，用新职业创

造新生活。这些平凡的劳动者用双手诠

释职责，用汗水描绘人生，用智慧编织梦

想，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不平凡。

每一个忙碌的身影都值得感激，每

一份劳动都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在五一

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报推出《致

敬劳动者：老行当 新活力》《致敬劳动者：

新职业 新生活》两组主题报道，向每一

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①切割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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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抛光琴筒

④雕刻音窗

⑤蒙上蟒皮

⑥调弦试音

⑦传授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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