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跟着泰斗学制琴

王建华和制琴结缘是偶然。1986年，高
中毕业的他跟着学琴的表哥从山东老家来上
海玩。表哥带他参观了上海音乐学院，没想
到他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里。没过多久，他就
进入上音学习乐器制作，先学了一年多钢琴
制作，后来转为学习提琴制作。
说起上音的提琴制作专业，一位泰斗级

人物——谭抒真——不得不提。1935年，28
岁的谭抒真仿照意大利制琴师约瑟夫 ·瓜奈
利1741的作品，制成了“中国第一把小提
琴”。如今，这把琴被收藏在上海音乐学院东
方乐器博物馆里。1949年，谭抒真出任上海
音乐学院副院长，后来又创办了上音乐器工
厂，还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提琴制作专业。
王建华起初是跟随谭抒真的弟子朱象教

学习制琴。因为有木工基础，也有一定的天
赋，王建华上手很快，朱象教也对他倾囊相
授。学习期间，原本只要求学会制作标准的
小提琴即可，王建华却把小提琴、中提琴、大
提琴都做了个遍，不仅如此，还把所有尺寸的
琴也做了个遍。1989年结业后，他留在上音
的器材设备科工作，负责乐器修理。

1993年，王建华被调到上音乐器工厂工
作。在这里，他和负责乐器工厂的谭抒真成
了忘年交。每周三下午是他和谭老的“二人
时间”，他每次都带着问题前往请教，谭老也
总能帮他找到资料、给出解答。谭老还给他
听不同风格的名琴的演奏唱片，教他分辨斯
特拉迪瓦里的明亮、瓜奈利的浑厚宽广、阿马
蒂的优美……
谭抒真是个“琴痴”。1994年，他在美国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一套25把瓜奈利小提
琴正在展出，就用笔把这25把琴的轮廓、细节
全都描画下来，回上海后交给了王建华。这
种对制琴的痴迷，不断感染着王建华。他把
全部精力投入制琴，抓住一切机会学习。

1998年，上音乐器工厂改为乐器公司，王
建华的岗位变动了，随之萌发了扔掉铁饭碗
自己干的念头。征求谭抒真意见时，谭老替
他分析：“在学校旱涝保收，出去要担风险，不
过只要认认真真做琴，饭总有得吃的。”王建
华就此下定决心，谭抒真还特地为他题写了
“建华提琴厂”五个字。

二 磨砺与传承

就这样，王建华在音乐学院旁开出了自
己的琴行。后来，他还在青浦开了工厂，最多
时有70多名工人，提琴全部手工制作，每月产
量300多把，不仅在国内很受欢迎，还远销法
国、美国、新加坡。

2017年，因为所在区域产业转型，王建华
的工厂关闭了。虽然业务量小了，但他有了
更多时间钻研制琴技艺，并开始更多地参加
国际比赛。这期间，他又拜中央音乐学院教
授、“大国工匠”郑荃为师。
王建华第一次参加的是2000年在美国举

办的提琴制作大赛，那次虽有名次，却没得
奖。赛后，他大着胆子找到评委询问原因。
评委告诉他：你的琴每个局部都做得很好，比
如琴头、肩纽、F孔……但整体风格不统一。
王建华听明白了，这就好比一个女子，五官都
很漂亮，但组合在一起，却不那么协调，缺乏
个性和风格，整体上就不那么美。
除了求教于评委，王建华也虚心地向其

他选手学习。他不断钻研意大利、英国、德
国、法国等各大制琴流派的特点，光是意大利
学派就分都灵、克雷蒙纳、皮亚琴察等不同风
格……为此，他专程到意大利制琴博物馆参
观。耳濡目染中，他渐渐读懂了不同制琴学
派背后的不同文化。
岁月的积淀，让王建华的技艺逐渐达到

炉火纯青。2019年，他获得马耳他国际提琴
制作比赛小提琴金奖和中提琴铜奖，这也是
上海制琴师第一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奖。
去年，他参加意大利第一届瓜达尼尼国际小
提琴制作比赛，又获得了中提琴组金奖。
王建华从1993年起开始收徒，至今已带

出30多名徒弟。1996年拜师的王元峰是他
的第3个徒弟，也是最出色的弟子。王建华对
他十分严格，入门后先让他磨了6个月的刀，
之后锯木板、做白琴，再到上油漆、装配，最后
调音、试音……每个环节都手把手地教。王
建华经常对徒弟说：“制琴是一环套一环，第
一环有一点误差，后面误差就会越来越大。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王元峰深有体会：师父
的字典里，没有“差不多”三个字。
经过6年学艺，王元峰于2002年出师。

他先是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在2012年又像师
傅一样，在汾阳路上开了一家小琴行。作为
真传弟子，他曾连续两届在意大利提琴制作
大赛中获奖。尽管如此，每做一件作品，从工
艺处理到琴的风格，他依然会请王建华指
导。这不仅是对师父的尊重，也是对制琴这
门手艺的尊重。

三 解开琴弓之谜

王建华与很多音乐家、演奏家是好友。
每当他们心爱的琴出了问题，只要找到王建
华就安心了，因为总能手到“病”除。
去年，大提琴家王健回国任教，带了一把

阿马蒂古琴找到王建华。阿马蒂是17世纪的
意大利制琴师、斯特拉迪瓦里的老师，这把古
琴的制作时间早于1650年，非常珍贵，价值千
万美元。王健此前让人把琴调了一下，不料
把琴的震动模式改变了，音色随之发生了变
化，这令他感到很不舒服。
那天，王建华花了半天时间，按照王健描

述的这把琴在舞台上使用的音色要求，对有
效弦长、琴马、音柱等位置作了细微移动和调
整。王建华边调整，王健边试拉，两人反复调
试，一同打磨，终于让古琴达到了理想的音
色。王健非常高兴：“现在声音对了！”
音乐家们对艺术的严谨，一如王建华对

技艺的追求。这种相互认可铸就了最真挚的
友谊。早在音乐学院工作时，郑石生、俞丽
拿、丁芷诺等教授就经常找到他：“小王，帮我
的琴搞一下。”“小王”总是随叫随到，一丝不
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有一次，俞丽拿带着一把琴弓来找王建

华，说在国外演出时换了一副弓毛，特别好
用。琴弓的弓毛是要定期更换的，她回国后
找了好多师傅换，换上的弓毛都不理想，于是
就来找王建华帮忙。

王建华琢磨了很久，也没弄明白究竟是
国内弓毛的材质不行，还是换弓毛的技术不
行。后来俞丽拿再次出国演出，又在国外换
了一副弓毛，这次她把这副弓毛带回来交给
了王建华。王建华研究后认为，相比之下，国
产的弓毛并不差，安装技术也没有问题。最
后，他索性把琴弓拆开，把弓毛取下来平铺在
桌上，一根根地数了起来。
弓毛是用马尾做的，一根不到0.2毫米，

和头发丝差不多，最后数出来是150来根。他
又把中国的琴弓拆开，也数了一下，发现要多
出100多根。
谜底揭开了！就在弓毛的数量上。比如

有名的“徒特”弓，一把只有55克重，弓毛要是
装得多，弓就变软了，拉上去就重，声音就闷，
不够明亮。王建华按150根这个数量换了一
副弓毛，俞丽拿一拉，说特别好。之后，每当
有演奏家来更换弓毛，王建华都按这个量来
安装，都很好用。
王建华并没有就此满足。在他看来，光

靠数数是不行的，因为琴弓不同、弓毛不同、
演奏家拉琴的习惯不同，装多少弓毛都不一
样。几年后，他在一个法国制琴师那里看到
一种自制的卡尺，大受启发，于是想方设法买
到了德国制造的专业卡尺用来更换弓毛，效
率和精度都大大提升。

四 不变的匠心

不少演奏家的第一把琴，都出自王建华
之手。

2002年，著名导演陈凯歌拍摄电影《和你
在一起》，讲述了一个拉琴少年的故事。主人
公的扮演者唐韵当时是上音附小的学生，现
在已是知名青年小提琴家。拍电影时，小唐
韵手中的那把琴就是王建华制作的。说起唐
韵，王建华和他也有不少故事。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小唐韵在爸爸的陪

同下，从老家安徽来上海报考上音附小。当
时，唐韵的爸爸专程来到上音乐器工厂，想给
孩子买一把琴。王建华就让小唐韵先拉一段
来听听。没想到听了小唐韵的演奏，惜才的
王建华发现他拉得特别好，决定给他量身制
作一把琴。
半年后，王建华精心制作了一把1/2琴，

借给小唐韵使用。唐韵不负所望，拉着这把
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上音附小。后来，
小唐韵个子长高了，王建华又先后给他做了
一把3/4琴、一把7/8琴，最终在他五年级的时
候，给他做了一把成人琴。唐韵拍摄《和你在
一起》时，用的就是这把成人琴。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上海交响乐团的大

提琴首席朱琳、上海四重奏的第二小提琴于
翔、在纽约爱乐工作的小提琴手戈荃、姚珊
珊等，都是从小就用王建华做的琴，现在用的
还是他的琴。王建华的琴被他们在世界各地
奏响，在国际音乐比赛中摘得奖牌。
或许是耳濡目染，王建华的一对儿女分

别学了小提琴和大提琴。女儿把小提琴当作
爱好，没有走专业道路。儿子王昊6岁起学大
提琴，从上音附小读到上音附中，后来考上了
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去年获得了大提琴
硕士学位。
王昊去美国读书时，王建华担心他在国

外修琴不便，就给他带去了两把琴，一把是有
100多年历史的古琴，另一把是他自己做的新
琴。王昊和美国老师交流时，分别用两把琴
演奏，老师听了新琴的声音，认为非常好，问
王昊是出自谁手。王昊骄傲地说：“是我爸爸
做的。”老师感叹：“了不起！你应该多拉你爸
爸做的琴！”
一把小提琴，光白琴制作就需要250个工

时，还要刷漆，厚的刷15遍，薄的刷40遍，等
45天才能风干……没有半年时间无法完工。
随着年龄增长，王建华做琴越来越慢了，但他
并不满足于重复自己，仍在不断探索和创
新。如今，王建华制琴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
他的琴和他的人很像，不是棱角分明，而是比
较圆润，琴的音色兼顾亮度、力度和厚度。
从“小王”“王师傅”，到“王老师”“王大

师”……38年来，人们对王建华的称呼在改
变，而光阴也改变了他的面貌，染白了他的头
发。不过，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变，比如他的工
作场所，始终在上音周边方圆两百米；比如他
熟悉的衡复风貌区，那一栋栋优美的建筑；比
如他那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复兴中路近汾阳路的梧桐浓荫下，有
一家不起眼的琴行。小小店铺不过20多
平方米，每天往来的人却络绎不绝，有音乐
学院的师生，也有琴童和家长……大家总
是先在窗口和店主王建华打个招呼，再从
小区走进店里。

57岁的王建华来上海快40年了，琴行
也已经开了20多年。第一次见面的人，要
听懂他那一口山东日照口音，有些困难。
不过，如今这浓重的口音已经与他精湛的
技艺、温和的笑容一起，成为“建华提琴”的
标识。
王建华是首个获得国际提琴制作大赛

金奖的上海制琴师。上个月，他和徒弟王元
峰一同参加在意大利举办的第二届瓜达尼尼
国际小提琴制作比赛，双双获奖。
尽管功成名就，但王建华依然坚持每

天制琴。每当夜阑人静，他就钻进店铺旁
一间更小的工作室里埋头工作：琴头线条
的刻画、琴身弧度的调整、琴角不到1毫米
的改动……在他看来，自己制作的不仅是
一把琴，更是一件承载着生命与灵魂、可以
让音乐家表达情感与思想的艺术品。
在他身上，匠心和琴心，已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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