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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吉他
改变了
一座城

□王剑冰

劳动的乐章
□王剑冰

这里真的是大山深处，重重的山、重重的水，走出去
着实不容易。但是这里的人们却很早就往外走，走到广
州、深圳、武汉、杭州去打工，只有打工，才能改变他们的
生活。他们相互影响、相互触动，多少年间，走出去的人
竟然有20万之众。过节返乡的旅途仍旧不容易，火车汽
车的挤，翻山越岭的难，都体验过，尤其是思乡的苦情，
更是一言难尽。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去的人开始回流，家
乡有了梧桐树，召回来大批的凤凰鸟。凭着一双勤劳的
手，到哪里都是劳动。

我在一个个厂子里走，看到的都是忙碌的身影，而
且多是年轻的身影。他们再也不用跋山涉水，跑上千公
里。家乡建起了那么多的乐器厂，乐器厂里有开板、塑
型、打磨、上漆、包装、销售，那么多的热情在一起奋斗。
那是一支大军，如果再加上由此带动起来的运输、商店、
餐饮、旅馆、培训等等，整个一座小城，简直是热闹非
凡。到了晚上尤其是周末或节假日，到处都是吉他的声
响，演奏、联欢、歌舞，把一城人的热情都调动起来。音
乐真的改变了小城。

一名女工告诉我，她在自己的家乡劳作，还可以兼
顾家庭，以前哪里顾得上孩子和老人呢？现在从深圳回
来，在县城租了房子，把孩子和老人都接到自己身边，下
班回家就能看到他们。以前把钱都扔到路上了，一年也
难得见到亲人一面。

还有从外地来的一个小伙子，他说这里的工作既轻
松又环保，干了三年有余，不仅找到了快乐，还找到了女
朋友，也就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现在业余时间
学会了吉他，不仅是做吉他，还懂得了吉他知识，路子宽
了，以后或许有进一步发展。

刚进入叫作“正安”的小城时，看到山上竖着“音乐，
让生活更美好”的大红标语，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以为
是哪家演出机构来这里做活动。后来才真正明白了其
中的含义。

音乐，本来是高雅的艺术，却带动了一个产业链，带
动了一城人的劳动热情。他们几乎人人都成了音乐爱好
者，而且吸引了来自国内及国外的吉他爱好者和经营者。

现在，这里不仅有了更多的投资者和返乡者，也有
不少外地务工者，一支围绕着音乐和歌舞的欢快的劳动
大军，在大娄山深处愉悦地前行着。

这是我来到这里的真实感受，所以我要把我的所见
所感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怀有一份热情，凭着自身
的努力，即使是大山深处，照样改变命运，谱写出生命的
乐章。

王剑冰：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散文学会会长，中外散文诗协会
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奖二、三、四届
评委。曾任《散文选刊》副主编、主编。已出版散文集
《苍茫》《蓝色的回响》《有缘伴你》《绝版的周庄》《喧嚣
中的足迹》《普者黑的灵魂》《王剑冰精短散文》及诗集
《日月贝》《欢乐在孤独的那边》，文学理论集《散文时
代》和长篇小说《卡格博雪峰》等多部作品。

致青春（版画） 傅树清 作

吉他在这里成了香饽饽

车子一直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盘旋，快进入正安县了，远
远看到一个醒目的雕塑，竟然是吉他。

这时有人说话了，你知道吗？正安是吉他生产基地呢！
简直让人瞠目，正安有仡佬族、苗族、土家族等23个少数

民族，是遵义市的一个山区小县，在大娄山脉东麓、芙蓉江上
游。向北，距重庆数百公里，南下，距省城贵阳200多公里，就
是遵义，也是重山相隔。怎么可能和吉他连在一起？而他们
说，确实，五洲四海的吉他销售商和著名吉他手，都会把订购
的信息发往这里，有的还亲自登门考察和商谈。

走进城里，还真是，无论是街灯、喷泉、雕塑，还是广场、学
校和工厂，到处都可见吉他元素。而且还有吉他学校、吉他展
厅、吉他博物馆、吉他风情街，还有世界上最好的玻纤音乐厅。

吉他在这里成了香饽饽。人们张口闭口都会谈到吉他。
招商引资的首谈项目也是吉他。由此，天上、水上、路上，凡是
从正安出发或以正安为终点的，也多事关吉他。

到了这里才知道，正安从2013年就开始发展吉他产业，建
设了专门的吉他产业园。

那些吉他，不仅满足了中国市场，而且远销全球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约占全球吉他产量的七分之一。也就是说，全世界
每7把吉他中，就有一把来自正安。

而且，从吉他生产，连带有木材、油漆、旋钮、铉线、包装
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吉他产业链。

吉他，成了小城人制作、研究、弹奏、收藏、买卖的最爱。
来这里，凭着一把吉他，就能迅速找到知音。凭着对吉他的一
知半解，聊上两句，就会进入圈子。那些经纪人、制片人、记
者，也会不远千里，赶到这里，寻找商机，寻找新闻和话题。

出去，再回来

坐上了南去的列车，挥手告别吧。
格林乡的杨天英看到站台上追着火车奔跑的母亲，眼泪一

下子就下来了。自己报名出去，母亲是反对的，从小就没有离开
过家，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行？那也不能在家苦熬了，穷得看不见
光明！抱着一卷旧铺盖，杨天英毅然地加入了娘子军行列。

这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州，再具体一点，是广州的番禺。
绿皮火车在大山里转了几天几夜，而后又倒汽车，才来到

这闪着霓虹灯、响着摇滚乐的花花世界。
是的，这是一支穿着朴素、面带羞涩、怀揣梦想的队列，

300人的列队，从贵州的正安各个山乡走出来。多数是第一次
出远门，第一次见到山外的世界。有些年龄小的，还带着未脱
的稚气。

当时的番禺，几乎人人经商，大小企业一时间如雨后春
笋。任何一个身体健康、踏实肯干的内地人，来到这里都不愁
找不到工作。即使内地的人源源不断地涌进广州，也迅速消
失在密集的厂房车间里。

是正安和番禺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把正安带
活了。

发工资了，正安女孩雷元敏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一张张
数过，高兴得一晚都睡不着觉。第二天就去买了带条纹的连
衣裙和丁字皮鞋，而后跑到海边，让人照了一张相。照片里的
她容光焕发。她要让家人看看，一个农家土孩子，现在变得多
么洋气！

她也是不顾家人的反对，硬要登车南下的。后来，雷元敏
由一个普通女工，成了车间主管。

有人统计，自此之后，正安县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
了20万人，其中，将近6万人集中在吉他制造领域。这些人到
了外边，学本领，长知识，有了自我奋斗的基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播下的种子，到了开花结果的
季节。山还是那片山，人却已经脱胎换骨。多少年后，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家乡正安的变化，还有扶持政策的加持，越
来越多的青年带着技术、资金和经验又回来了，踏上了返乡创
业之路。

这其中吸引他们的，就有吉他制造产业。回来的人群中，
不少人进入了吉他产业园。

这一去一回，说明什么？说明正安人开拓了思想，更新了
观念，有了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已经能够安排自己
的命运，决定自己的前程。最主要的，在于那割舍不去的隐隐
乡情。

梧桐与凤凰

郑传玖，出生在正安的70后“山里娃”，从来没想过自己有
一天会吃上“吉他”这碗饭，成为名牌企业的开创者。

1993年，哥哥郑传祥离家去广州打工，经亲戚介绍进厂造
吉他。后来郑传玖也跟到了广州，成了吉他生产线上一名打
磨工人。

两兄弟从木工开始，把做吉他的诸多工序一一学成。几
年工夫，从一线工人做到企业中层，掌握了技术，学会了管理。

再后来，两兄弟找上几个老乡和亲戚，租厂房，搞设备。
18个“股东”兼工人，以125万元的本钱，成立了“广州神曲乐
器有限公司”。

2008年10月，兄弟俩带着精挑细选的新品，赴上海一试
运气。

这次，他们遇到了业务发展的“贵人”，巴西的吉他品牌
“塔吉玛”。后来美国吉他大牌“芬达”也不请自来，主动寻求
合作。兄弟俩又惊又喜。一问才知道，“芬达”和“塔吉玛”都
在争夺南美市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便找“神曲”代
工。兄弟俩足不出户，又签下一笔国际大单。

郑家兄弟的吉他生意风生水起时，家乡正安也发生着改变。
2012年，正安县领导班子换届。这个时候，贵州全省88

个县增比进位综合排名，正安县排到87位，全省倒数第二。正
安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工业，交通闭塞，缺少产业基础。

新班子一番调研，正安有20多万外出务工人员，而且有近
6万人专做吉他。这可是一笔不错的资源。如果把这些务工
人员引回家乡做吉他，也许能带动正安的产业发展。

刚上任的县长，马上带人奔赴广州。要找，就找领头羊。
他们找到了郑家兄弟。

家乡的领导来了，郑家兄弟热情迎接，但是没想到，是让
他们搬回大山里造吉他。怎么可能？那么穷困，那么闭塞。

县里的领导真诚至极，他们说，只要回去，厂房县里建，可
先免费用，此外，县里还有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质的服务。

郑传玖要回去考察一下。刚下飞机，县长手捧鲜花笑脸
相迎。回家还知道，家里的亲人办喜事，县长有空必到。

亲情浓于水。家乡的热情感动了两兄弟，哥俩商量，让郑
传玖带着木吉他生产线先回正安，郑传祥留一条电吉他生产
线在广州发展。

2013年，郑传玖浩浩荡荡地从广州回来了。一溜的大小
车辆，满载着吉他生产设备。

路况不好，17米长的大拖车进不来，只能倒腾到9米长的
小车拉。足足拉了37车。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工业园区主任
都赶来帮助搬设备。县长每周问情况，开协调会。资金不足，
协调贷款。

就这样，郑传玖创建了“遵义神曲乐器制造有限公司”，成
为第一家落户正安的民营企业，也正式打响了正安吉他文化
产业从无到有的第一枪。

初来时招了100多名工人，由于技术不高，成品不尽如人
意。为了质量和声誉，郑传玖一气烧毁了上千把吉他。之后
便是细致认真地培训。每30个员工分成一组，郑传玖亲手传
授。吉他质量很快提升。

这里毕竟是山区，运输成本增加，材料、零件到货也会迟
缓。事在人为，不断协调，不断磨合，事情变得越来越好了。

2015年，郑传祥又从广州回正安了：他带回了留在广州的
电吉他生产线。60多车设备，浩浩荡荡开进“神曲”正安厂区。

搬来的理由很简单：木吉他生产线，经过一年多的磨合，
已经接近在广州的经营状况。

郑传祥暂时驻守广州负责进出口业务，等这边一切进入
正轨，他就回来不走了。

正安的交通状况也在改善，高速公路修到了家门口。现
在，17米长的大货车，正拉着神曲的吉他穿梭于正安到广州的
高速路上。

神曲公司除了代工生产依班纳、塔吉玛等世界知名品牌，
还创建有自主品牌，产品基本出口到巴西、美国、日本等地。

宽敞的新厂房里，工人们在流水线上忙着，打磨、合桶、裁
边。

“打工何必去远方，家乡就有好地方”。郑传玖的吉他工
厂，渐渐引来了近600名员工，大部分来自正安县10多个乡镇。

戴红霞一直在广州电子厂打工。后来和丈夫王学军回到
正安，都在神曲上班。小两口住在厂子的夫妻房宿舍里，收入
稳定，生活充裕。

叶前玉也曾在广州的电子厂打工，2016年回到正安，进了
“神曲”，负责给木吉他上弦。

郑苹会孩子小，丈夫身体不好，不能外出，只能在家守着
一点薄田度日。

自从县里把她推荐到“神曲”，加工吉他的木质初胚，她便
能在家门口上班挣钱了。

很多职工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曾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郑传玖规定，凡是贫困户，都可免费接受培训，上班后每

人每月工资比一般员工高出 200 元。若家中有老人年满 60
岁，公司还每月补助老人200元。

郑传玖知道知识的重要，员工的子女到县里读书，工厂提
供免费食宿。他常跟员工说，一定要重视子女教育，让娃娃们
努力考大学，考上了我负责承担全部学费。

截至目前，有100多名员工带着子女在吉他厂安家，其中
30多名学生考上了大学。

奖励和各种优厚条件，极大地鼓舞了员工的工作热情，神
曲公司的产值也达到了3亿多元。

合作方代表在车间转，他们满意地说，我们以前在广东就
和郑传玖合作，他的厂搬回了正安，我们也就带着订单过来了。

土耳其商人每年从“神曲”订购1万把吉他。
一张照片上，数百名工人聚集在正安县工业园区的广场，

高举着2000元到76000元数额不等的奖金牌，开心地笑着。从
2013年建厂开始，郑传玖每年都拿出15%的利润给员工分红。

郑传玖搞吉他产业，不仅带来了效益，也获得了荣誉，他
被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郑传玖带去了自己制作的吉他，他
弹着吉他唱道：“我从山中来，带着小吉他。精心教制作，脱贫
全靠它……”

郑传祥和郑传玖兄弟为家乡作出了贡献，家乡拍出以他
们为原型的电视剧《吉他兄弟》，在央视8套开播，更多的人知
道了吉他的故事。

两兄弟的成功给人们树立了信心，许多吉他企业纷纷入
驻，华成、塞维尼亚、鹏联等多家乐器厂商都选择了正安。截
至目前，正安县已经有了上百家吉他工厂。他们在新时代的
蓝图中，画出美丽的新画卷。

2016年的一天，经济开发区办公室来了三个年轻人。
这是赵山与他的两位好朋友。他们开口就说想在家乡办

吉他厂子，希望县里提供方便。三个人既没技术，也没设备，
能生产出吉他来吗？

办公室主任邹学莹跟三位聊了起来。邹主任发现，虽然
三位80后都是门外汉，但是他们都在外面打过工、办过厂、开
过公司，回家乡自主创业是他们共同的梦想，而且他们思想活
跃，胸怀远大。

邹主任笑了，按照县里的有关政策，为鼓励返乡农民工创
业，便向他们提供了标准化厂房，并同意他们免费使用10年。

三个年轻人为公司注册了“贝加尔”乐器有限公司。“贝加
尔”的小船在正安广阔的海洋中起航了。

谁都没有想到，仅仅3年时间，“贝加尔”就创造出了奇迹。
赵山他们先进行网络调查，认为吉他初学者中以学生居

多，于是决定做入门级吉他。产品全部通过电商销售。一试
水，效果不错。于是两年内建了3条生产线，广泛吸收劳动力。

很快就引入了高校毕业生、扶贫搬迁户、复退军人四五百
人，可谓兵多将广，实力大增。每天能生产自主品牌威伯及尤
克里里等产品3000把，月销量有8万至10万把，成为了吉他园
区“独树一帜”的民营企业。

说起当年的创业经历，赵山说，还不是冲着县里优厚的扶
持条件和工作氛围。在这里，只要有抱负，就一定能施展出来。

2018年7月，正安县的书记、县长飞往厦门。
福建的“钰丰”是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家族乐器制造企

业，家族三代都做吉他。正安不知怎么得到消息，听说这家企
业准备从福建搬到越南和印尼去。

这一下让正安人激动了，他们要拉住“钰丰”，把他们引到
正安来。

一下飞机就直奔“钰丰”，拿着各种材料，凭着满腔热情，
恳切地向“钰丰”的厂长吴忠原承诺，到了正安请放心，墙里的
事情企业干，墙外的事情政府管。

真诚打动了吴厂长。他们不再犹豫，把著名的“尤克里
里”生产线搬到了大山深处。

当然，台商企业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也如一股强劲的东
风，吹进了这座小城。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这股东风的吹拂。

一花引来百花开。数据显示，正安现有入驻的吉他及配
套企业100多家，吉他年产量已达到600万把，拥有专利200多
项、自主品牌70多个。

在家门口做吉他，也成为正安脱贫的新方式。由此，解决
就业14000余人，帮助6000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短短的七八年时间，正安从全省倒数第二，在全省24个深
度贫困县中率先脱贫，排名第一。

正安还在继续努力，不停发展。他们与广东协作，做强吉
他产业，实施30多个项目。能够容纳6家以上吉他企业入驻
的横琴·正安国际吉他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也已建成。除吉他
生产外，集吉他旅游、吉他文化等于一体的综合展示也在这个
项目内集中体现。

从高处望去，那一片橘红色的建筑十分壮观，同远处的大
山形成鲜明对照。

尽可能达到十全十美

一根木头变成一把吉他，要经过一百多道细致繁琐的制
作工序。

开料、裁边、固形、打磨、上漆、装弦、调音、检测……每一
天，都有1万多名制琴工人、300多名专业制琴师、10多名制琴
大师忙碌着。

几个葫芦样的木匣被固定在铁制模具上，周围是一个个
的螺栓。

我知道，这是在固形。直到它成为不再变化的琴身。而
后覆上琴板，加上琴柄，再拧上琴轴，拉上琴弦，一把吉他就成
了。当然，还要穿上美丽的漆衣。

制琴师小杨说，除了这一步用到一些螺栓卡扣，其余都是
手工了。而且，琴板的选材、各部的黏合、漆面的处理也都要
花工夫完成。

这其中靠感觉、凭经验，做一把好琴，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的事情。哪一点感觉不对，都会前功尽弃。只能再做。

这就像一部作品，不可能十全十美，但要尽可能达到十全
十美。说到这里，小杨笑了，说，我这么说，大家都理解，但是，
实践中，还总是有遗憾。

看不出来呀，挂在那里的琴，哪一个不是一件艺术品呢？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小杨又说，一把好琴，不光是看外表，还要看手感、听乐
感，需要吉他演奏家与它会心地交合，看能否产生出那种美妙
的共鸣。

我看到一把琴，小杨一直在用仪器控制着，使它发声。他
说，什么都有磨合期，要让它不断地鸣响，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实在是吉他的奇妙世界。难怪这些制琴师数十年还在追
求、钻研。艺术无止境。完美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一名女工在打磨着一只琴柄，她先是涂上一层漆膜，而后
一遍遍地擦拭，擦拭到一定程度，再涂上漆膜，再擦拭。

她做得很认真，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个程序、
一个动作。看来，做这种无聊的工作，真的要有耐心。

我忍不住问，放在电脑控制的机器上不行吗？
这就是纯手工制作，是严格按照客户要求进行的。她很

认真地回答。
那么，完成这一项工序，需要多长时间呢？一天，或者几

天，直到琴柄发出透明的亮度，看上去就像是一件包裹着超级
晶体的艺术品。

跟她聊起来，她说孩子已经上大学，她原来在外地打工，
现在可以在家门口干了，下班就可以回家，风刮不着，日晒不
着，就是单调点，倒也不累。时间一长，就习惯了。

工资呢？她笑了，好像不大愿意说。
她旁边的一个姐妹插话了，说，我们都是活工资，要看你

做多少，当然做多了收入就多。梅姐的工资，怕是每月都有六
七千吧？

这位梅姐听了也不反驳，只是说，能顾住吧。那位说，梅
姐每个月还要支持她儿子呢！

看来梅姐对自己的工作是满意的。当然，琴师对梅姐的
工作也是满意的。

新时代的工匠

张维义穿着绣有自己名字的工作衣，正在用手工钻头为
一把吉他钻孔。

“每一把吉他的制作都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一般从选材开
始，大概要三个月才能做成一个成品，而且每一步都是纯手工
操作。”张维义说，“即使是钻孔这样的工艺，也要亲自用手工
来完成。”

园区里，远离流水线的安静角落，有一个空间专门留给手
工制作吉他的大师们。

这里没有机器的嘈杂，只有大师们手中的刀和砂纸在木
头上的嚓嚓声。

张维义来自四川自贡。他初始进入南方的吉他工厂，更
多的是给厂里老师打下手。但他是个有心人，长时间地学习
和观察，直到慢慢上手，直到得到世界制琴大师肯尼·希尔的
亲授，他还和国内知名制琴师方仁俊、郭玉龙经常沟通交流。
一款吉他制作出来，他都要请演奏家亲自上手，注重他们的感
觉，听取他们的意见。

张维义始终潜心研究手工制琴，积累了独有的制作技艺。
2019年，他受邀在神曲公司负责古典吉他制作，提供技术指导，
同年获得正安举办的首届中国吉他制作大赛古典组金奖。

2021年，张维义成立了正安张维义乐器制造有限公司，虽
然人数不多，也不图效率，却是制作一把是一把，只图精致。

攀登山峰的过程是枯燥的，攀登之后的风景是美妙的。
20多年过去，张维义的手工定制吉他渐渐被业界认可，被美
国、德国、西班牙等世界买家及各大音乐学院、演艺圈的艺术
家收藏和使用。最贵的一把吉他卖出了38万元高价。张维义
最终在业内成为顶级乐器制作大师。

除了工艺上精益求精，张维义还尝试将苗族银饰等元素
融入吉他设计。张维义认为，吉他不仅是乐器，更是文化载
体。打上浓浓的中国烙印，中国吉他可以在世界文化交流的
舞台上，奏响自己的声音。

一个个吉他制作大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
绩，靠的是一种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是把一件工作、一项事业
作为一种信仰，一丝不苟地把它做到极致。

因为专一，所以终身不改其技。因为专一，所以技艺出类
拔萃。

“娜塔莎”也设立了大师工作室。
手工吉他大师张荣主攻原声吉他制作，经过近20年的积

累，其高超精湛的制琴技术深受业界好评，作品获得过“手工
古典吉他组金奖”“手工钢弦吉他组金奖”“手工钢弦吉他组最
佳音质奖”。

张荣说，大师就是将行业发扬光大，做到极致，如果一味
地保守技术秘密，最多只能算一名匠人。

张荣来自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从小就有着不怕艰难困苦、
敢于开拓创新的品格。从一个满腔热情的管弦乐器制作学徒到
吉他制作大师，诠释了新时代工匠专注坚守的价值和意义。

娜塔莎乐器制造有限公司李启旺厂长拿出一把吉他为我
们弹奏。他手中的那把琴功能齐全，演奏出了一个乐队的效
果。这就是他和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竹智能静音吉他。

13年前作为音乐老师的李启旺转行进入吉他生产行业，
靠着勤奋和坚持，不断摸索，终于研发出可循环再生的HPL新
型材料吉他，突破了传统木质吉他的常规做法。

李启旺说，开发全竹吉他，主要是解决原材料的问题，木
吉他的原材料，严重依赖玫瑰木、云杉、雪松、红木、桃花心木
等进口木材。基本上是从3个国家选料，才能组成一把吉他。
而他们研发的竹吉他，都是用中国楠竹作为原材料，改变了吉
他制造原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面，并且通过内嵌声卡和芯片等
创新技术，带来了更加丰富的演奏体验。

上市至今，HPL新型材料吉他已卖出5万余把。在第三
届中国吉他制作大赛中，娜塔莎公司的“全竹系”吉他获得最
佳材料与创新奖。

韵味悠长的旋律

大山中的正安县，气候宜人，凉爽舒适。
有着巨型吉他雕塑、占地170亩的吉他文化广场上，“青春

遇见贵州·吉他律动正安”2024旅游生态圈消夏音乐季活动热
闹非凡，几乎全城的人都涌到了这里。

这些年来，正安加大吉他文化普及力度，打造“吉他演艺大
舞台”，开展吉他教学研讨会、吉他制作大赛、吉他音乐节，以吉他
文化促进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让“爱乐之城”的名头更加响亮。

音乐最滋养人心，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正安县开展吉他
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的“五进”活动，让吉
他文化成为正安城市的灵魂。

正安每所学校从三年级开始都开设两节吉他课。全县参
加吉他培训人员达五六万人，占全县常住人口的六分之一。

曾经的贫困县，孩子们也许都没有见过吉他。如今，在正
安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背着吉他箱包的人。学习吉他，已然
成为当地的一种时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在正安，
一个13岁到16岁的姐弟6人组成的乐队——诚志乐队，已经
很有些名气。

正安已组建有首支女子乐队、8朵姐妹花的氨基酸乐队等
30余支涵盖不同年龄段和领域的本土乐队，为当地音乐文化
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当然，吉他大军中还有老年人的身影。他们也要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通过各种学习班，掌握吉他弹唱技能。

72岁的李大爷说，我是受孩子的影响参加老年大学吉他班
的，3个月就学会了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家可以组成吉他乐队
了，闲了的时候，大家带着琴，到野外合奏一曲，真是快乐啊。

我听到了老年团队的集体弹唱，《我在贵州等你》《又见山
里红》，一个个弹唱得热情奔放，如痴如醉。

除了每天的演出活动，正安还举办贵州省职工吉他大赛、
全国大学生吉他弹唱邀请赛、吉他艺术家莫勒正安专场音乐
会、纪念正安300娘子军下广东30周年吉他演唱会等活动。还
有暗杠、张雄关、深绿海、指人儿参演的线上正安吉他音乐节。

此外，瑞典、西班牙、巴西等国知名吉他演奏家也来到正
安交流考察，瑞典吉他演奏家约翰内斯·莫勒受邀成为“正安
吉他国际形象大使”。

确实，音乐已经成为正安人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也
成为这片红土地上奏响的精彩华章。

在正安的夜晚，很自然地听到哪里响起的器乐声。不错，
那是吉他，单把吉他，或多把吉他的声音，通过风，传向很远。

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或者说接受了、喜欢了这种声
音，听到这种声音，会引发多种共鸣。

难怪正安人说：在我的生命里，正安是一首歌，韵味悠长
的旋律，是我念念不忘的初衷；正安是一阕词，口齿留香的文
字，是我步步回望的牵挂。我愿弹着心爱的吉他，吹着欢快愉
悦的口哨，陪你走向无尽的芳华。

报告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