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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盛产二胡演奏家，也盛产二
胡名琴。无锡新吴区梅村是二胡制
作重镇、“中国二胡之乡”，全国四分
之一的中高端二胡均产于此。梅村
二胡品种丰富，从几百元的练习琴，
到数千元的中档琴，再到上万元的专
业演奏用琴，以及大师手制极品二
胡，都有其各自销路。梅村二胡也越
做越美观，融合了雕刻、镶嵌工艺，琴
杆、琴头和音窗等部位都能做出花
样，美不胜收。今年，全国首家行业
协会集体所有的二胡品牌——“梅村
二胡”正式启用投入市场。

据了解，梅村现有二胡生产企
业近20家，年销售二胡近5万把，年
出口二胡约5000把，从业人员200
多人，产业基础扎实。古月琴坊是
这些二胡生产企业中最具规模和影
响的一家。卜广军介绍，古月琴坊
一年的二胡销量在7000把左右，月
均 600 把，出口量占到了三分之
一。身为“三带”名人，卜广军要带
领行业创新，带动群众致富，他们准
备把“绿色二胡”推广到音乐院校和
乐团去，为新一代“梅村二胡”打开
市场，走向世界。 （张月/文、摄）

面具脸的患者会笑了、坐在轮
椅上的患者能走路了、每天服用的
美多巴减少了……在3个上海名
医开的易可中医医院的“魏氏脑
病”中心帕金森俱乐部，不少帕金
森患者迎来了新生活。

由该院创始人之一、上海曙光
医院神经内科原主任魏江磊独创
的“FIX立体定向干预治疗系统”
独创了中医通过脏腑辨证进行立
体定位。

魏江磊中医功底丰厚，还是个
中医“怪才”。在取中医治疗“靶
点”时也独树一帜，很多医生是患
者哪里不舒服就在周围范围取“靶

点”，但魏江磊反而会选择其他区
域，这样的用药往往和常人不同。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思想，他看病
厉害，常常是非一般思维，像帕金
森、偏头痛、三叉神经痛、耳鸣、眩
晕等脑病疑难杂症在他眼里不算
难。魏江磊说，这一系统治疗，除
了减少美多巴外，还控制帕金森患
者的非运动型症状，如流口水、便
秘、夜尿多、失眠等，都是西医无法
解决的问题。

此外，魏江磊还积极为帕金森
患者提供群体治疗和康复，这种模
式在国外较为流行，也受到患者欢
迎。 （江南）

大运河贯穿古今、连通南北，
是活化的历史文化遗产，从有运河
开始，无锡先民就傍河而居，因河
设市，以河为生。舞剧《河之始兮》
光对剧本的讨论就足足进行了2
个月，“如吴王夫差与臣子商量开
凿运河，这个片段应该用什么舞
美？什么舞蹈动作？什么音乐？
什么服装？”汤成龙表示，舞剧中所
有的故事应该如何落地，采用怎么
样的逻辑才通顺，需要一遍遍的讨
论和实践。虽舞蹈部分较重，还有
其他的化妆、造型、舞美，这些都需
要高度配合。

因为疫情，剧院从3月中旬才
正式开排，时间非常紧张。舞蹈演
员们在3个月内，每天都是超过10
个小时的排练，没有一天休息，记者
了解到，很多演员都是新伤加旧伤，
膝盖淤肿、脚踝扭伤更属于“家常便
饭”。记者几次去现场探班都发现，

排练厅内的每个演员的身上几乎
都贴着“补丁”，“膏药满身很正常，
我们每天都是互相涂擦红花油、喷
云南白药喷雾。”白宇豪说，就算身
上再痛，只要导演一声号令，大家
迅速调动情绪投入到舞蹈中去，
这也是舞蹈演员的自身修养。

近期，导演汤成龙成了院团最
忙的人了，“上午9点到排练厅，一
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排练，回家
后还要打电话或开视频会议，与主
创们讨论舞剧的细节和改动，3个
月的时间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
时。”《河之始兮》对于汤成龙来说
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他告诉记者，
舞剧是由一个个舞蹈动作堆积而
成，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它的价值。
据了解，此次舞剧中有5个主要角
色，故事内容跌宕起伏，在排练厅
首次完整彩排时，更有工作人员被
看哭。 （璎珞）

合成纤维替代蟒皮

“仿生二胡”走绿色生产之路

昨天获悉，江苏省第二批乡土人才“三带”名人结束公示，无锡二胡制琴名
师卜广军等21人入选。“三带”名人评选条件苛刻，要求既能带领技艺传承、又
能带强产业发展，还能带动群众致富。卜广军是无锡梅村古月琴坊的第二代
传人，以他名字命名的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正在研制并推广“仿生二胡”，希望
将无锡二胡制作带上绿色环保生产之路。

培养第三代传人

新吴区新洲路上的无锡市梅村
科技创业中心大楼外，“无锡市梅村
二胡文化展示中心”几个大字很是
显眼，这里就是古月琴坊所在地。
古月琴坊由二胡制作技艺非遗传承
人万其兴一手创办。古月琴的名气
很大，大到国内外大型民乐团的二
胡首席都在使用它。位于崇安寺的

“国保”单位阿炳纪念馆里，一把仿
制当年阿炳录制《二泉映月》所用的
琴也是古月琴。万其兴今年83岁，
他的两个女婿黄建洪和卜广军长期
跟随其学习二胡制作技艺，也已成
为二胡制琴名师。作为古月琴坊的
第二代传人，肩负传承重任的卜广
军带领技师们共同进步。

琴杆制作、琴筒制作、琴托制

作、琴轸制作、装配、蒙皮、打磨、抛
光、调试……二胡制作是个手工活，
一把好的胡琴制作出来，需要多道
工序。在古月琴坊里，听不到刺耳
的机器声，回荡的是悦耳的音符。
走进“无锡市卜广军乡土人才大师
工作室”，操作台前，卜广军正在调
试一把刚做好的二胡。这中间，不
时有年轻后辈进来请教。卜广军介
绍，古月琴坊现有技师十余人，年长
的近70岁，做了一辈子二胡，他们
也在培养“90后”传人。不管是学
做二胡，还是推广二胡，卜广军对年
轻人都有个要求，就是“一定要会拉
二胡，否则不懂二胡就分辨不出好
坏，自己要有标准。”而他也是从学
拉二胡开始，慢慢学做二胡的。

“绿色二胡”项目已初具成效

“三带”名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称
号，而是要切实做出成绩，让称号名
副其实。眼下，卜广军跟黄建洪正
在实施“绿色二胡”项目，并已开始
出口。在卜广军大师工作室的墙
上，挂着该项目的实施计划：今年，

“绿色二胡”的市场占有量要达到
10%，明年的目标是20%。

什么是“绿色二胡”？卜广军拿
来一张“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
识”，上面印有“缅甸蟒皮制品 二
胡”字样。原来，传承千年的中华民
乐二胡之所以悦耳动听，除了木料
讲究以外，离不开共鸣箱上的一张
蟒蛇皮。据了解，制作二胡使用的
蟒皮来自于人工养殖的蟒蛇，一张
蛇皮平均可以制作20把二胡。出
于生态环保、绿色生产的考虑，古月
琴坊致力于研制蟒皮替代品。

卜广军又递给记者一把“仿生二
胡”，共鸣箱上的蟒皮被一幅“风景
画”取而代之。“这就是人工合成的一
种纤维材料，成本降低了。”卜广军介
绍，真皮二胡虽好，但由于每张蛇皮
厚薄不一，乐队演奏的话，音色统一
度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仿生二胡恰
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时，仿生二胡
是合成材料，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
素影响较小。仿生二胡的效果能否
与真皮二胡媲美？无锡二胡演奏名
家高明现场为记者进行了对比。他
的感受是：仿生二胡的声音比较清
亮，声音大，传声好，但拉低沉的曲调
有些乏力。他个人还是更偏向于用
真皮二胡演奏，表现力更强。而这也
是卜广军他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即提升仿生二胡的音色，使其达到专
业用琴标准和演奏标准。

让“梅村二胡”走向世界

传承运河文化

原创舞剧《河之始兮》本月首演
为第二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创作的舞剧《河之始兮》，自3

月中旬正式开排，目前已进行到最后冲刺收尾阶段，预计6月15日在无锡市
人民大会堂首演，9月亮相第二届运博会。记者从无锡市歌舞剧院获悉，这
也是继2007年舞剧《西施》后，再次以“古典舞”为主要表演形式的舞剧。

时隔13年再现古典舞剧

中国古典舞是中国独有的传
统舞蹈艺术，含蓄大气的风格体现
了华夏泱泱几千年的历史底蕴。而
无锡《河之始兮》正是讲述了春秋末
年吴王夫差开凿吴国水道（邗沟）过
程中发生的一段悲壮感人的历史传
奇。“历史舞剧大多是以古典舞为
主，因其很多舞蹈姿态和造型本身
就是由历史演变而来，整体呈线的
效果也与舞剧题材更为贴合。”舞剧
《河之始兮》导演汤成龙告诉记者，
自舞剧《西施》后，古典舞剧就沉寂
了起来，已有13年的时间，无锡市
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多都是现代、当
代的舞剧，如《英雄·玛纳斯》《金陵
十三钗》《丹顶鹤》《寻》。或许是缘
分未到，古典舞剧渐渐成了剧院的
空白，热爱古典舞的汤成龙心里期

盼着这一天的来临。
与汤成龙有相同想法的还有

舞蹈演员蒋雨昊，他也是《河之始
兮》的男主角之一。“学习古典舞的
人天生就带着使命感，想去传承发
展它。”蒋雨昊直言，因为古典舞是
自己的专业，如果不跳舞或许会当
老师，特别想把自己对于古典舞蹈
的心得分享给更多人。舞蹈演员
白宇豪此次在《河之始兮》扮演夫
差一角，对历史舞剧感受颇深，他
表示，跳历史题材的舞剧时，总能
通过舞剧人物了解一段过往的历
史，时常会惊喜地发现一些在书本
中没有读过的东西；而自己在表演
人物时，会通过他的故事和时代去
揣摩其人物性格，从而切身体会，
为这个人物寻找一个新的定位。

3个月紧张排练演员没停过

脏腑辨证治疗帕金森
魏江磊有独特的“立体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