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杨德宏
出生时间：1968年
出生地点：定远县张桥镇
职业：（国家三级）演员
从艺时间：1981年至今
最大心愿：组织学员进行葫芦丝专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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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剧陷入困境
出道即低谷

出生于定远县张桥镇的杨德宏，13岁考进了
当时的滁州实验戏剧学校，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多
时间后，便进入定远县黄梅剧团（前身是定远县
文工团），成为剧团一名正式演员。这个意气风
发的少年没曾想到，自己带着满腔热情，刚踏入
社会便遭遇到事业上的极大挑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
的道路。国门一打开，外来的多种文化、娱乐、休
闲的样式就如潮水般涌来。特别是当时的电视
机普及迅速，流行歌曲及港台剧盛极一时，造成
中国传统戏曲观众大量流失，观众老龄化现象日
趋明显。1984年，杨德宏所在的定远县黄梅剧团
也被改革大潮裹挟着，开始顺应潮流改为歌舞
团。为演出需要，剧团要求大家都要多掌握几种
技能，杨德宏也在独唱、小品演员身份之外，开始
跟团里刘志荣师傅学习西洋乐器，他从圆号入
手，开启了后学生时代。因平日每个人都有演出
任务，他只能将零碎时间充分利用上，就连演出
间隙也不放过。

“当时学习条件很艰苦，为了挤时间，我通常
5点起床，先练习2个小时后再吃饭，即便是在外
演出，也会找个空旷的地方继续练习。晚上演出
结束，再抽出2个小时，这样才能保证每天有大
概5个小时的练习时间，因当时团里人手紧张，
所以丝毫不敢偷懒，只想能尽快掌握这项技能。”
杨德宏回忆道：“学习的过程中，刘志荣老师给了
我很大帮助，不清楚的就问他，问过再继续接着
练，将嘴吹肿是常有的事，好在之前在学校学过
乐理知识，所以相对来说学起乐器来还是很容易
上手的。”经过半年多的刻苦练习，他终于可以上
台伴奏了。

一场美丽的邂逅
立下不悔的誓言

说起与葫芦丝的结缘，纯属意外。剧团改成
歌舞团后，演出的范围也扩大了许多，上海、河
南、山东、江苏、广东、广西……无不留下他们的
足迹。1990年，团里接到任务，要去广西桂林演
出，那是杨德宏印象里最远的一次演出。从滁州
到上海再转广西，火车硬座一路摇晃着，困极了
有人就直接睡在走廊或是座椅下面，两天三夜的
火车终于到达目的地。

美是一种共鸣，是一种感受。“桂林山水甲天
下”，这是杨德宏从小学课本上得来的对桂林的
最深印象。当书中描绘的画面以真实面目出现
在眼前时，杨德宏陶醉了。他一边浏览美景，一
边感叹着……突然一阵飘逸、轻柔的音乐声传
来，这是以前从没听过的乐器声，音色亮而不噪、
柔而不虚、响而不空，优美温和，圆润清晰。如此
绝美的声音瞬间吸引了他。循声望去，只见一位
老者，正吹着一个葫芦形乐器。“怎么会有这么好
听的声音，我一定要把它学会。”尽管在此之前，
杨德宏从未见过这种乐器，更不知道叫什么名
字，但这美妙的声音却让他一听就迷上了，心里

当即立下誓言。
演出回来后，他就开始留意，偶尔又从电视

中再次听到《月光下的凤尾竹》，低沉、悠扬、委婉
的葫芦丝声轻清淡雅，更加坚定了他学习的决
心。随后便四处打听，因葫芦丝是云南少数民族
地区乐器，县城当时并没有卖，不死心的他就托
亲朋好友一起帮忙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
年，他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把葫芦丝。“我
记得很清楚，这是托同事从安庆寄来的一把景泰
蓝的葫芦丝，是天津森雀牌，380元的价格相当于
我当时近1个月的工资，当然也是瞒着爱人偷偷
买的。”提及此事，杨德宏记忆犹新。

与爱相伴
一路同行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坚
持。杨德宏对葫芦丝的爱正是如此。他拥有了
梦寐以求的宝贝后，到哪里去找老师成了难
题。当时的电脑还没有普及，小县城的讯息也
不是很发达，他只能自己跟着教材琢磨。“自学
实在太难了，一个技巧老师或许只要两分钟就
能让你明白，但自己琢磨却需要好几天。”杨德
宏说道。

吐音是葫芦丝的基本吹奏技巧，在实际应用
中，吐音的形式主要有单吐、双吐、三吐、碎吐四
种，如果不懂得运用模拟音及其发音特点，则难
以实现吐音的艺术表现力。为了找到“三吐”的
练习方法，他全身心投入，进入了忘我境界。“记
得那天外面下着雪，我已吹了3个多小时，等拿
下葫芦丝时才发现，上面竟然有血迹，什么时候
把嘴吹烂的，却一点都不知道。”除了教材，他还
跟着VCD学，利用外出上海、南京等地的机会到
音像店寻找相关书籍及碟片，买回家后便如获至
宝，悉心钻研。

为了能让技巧纯熟，气息控制自如，他跟自
己较上了劲，除了演出，把业余时间全部用在练
习上。一天晚上，他在定远县第三招待所（现已
拆除）院内刚吹完一首曲子，一句赞叹声传来：

“吹得真好听！”定晴一看，原来是时任县委书记
的李树恰好经过，李书记的肯定让他激动不已，
同时也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爱是生命的惠泽，是心灵的回应。正是爱人
李静的默默支持才让杨德宏得以全身心投入到
自己喜欢的事情中。俩人经人介绍认识于1993
年结婚，婚后没多久李静就从单位下岗了，因杨
德宏的工作流动性比较大，为了便于照顾家庭，
她在住所附近开了个小店，清贫却温馨的生活被
她打理得井井有条。“遇到学员找上门要曲谱，修
理葫芦丝等事情，都是她接待。遇到我有课，她
便会早早起来将早饭和教材准备好，就连茶都泡
好。”谈及爱人，杨德宏一脸幸福地说道：没有她
的支持，自己也不可能做到心无旁骛。

生活是公平的，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经过
不懈的努力，杨德宏对葫芦丝的技术已熟练掌
握，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于是便有家长带着孩
子找过来想跟着学。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请他
去培训的地方也多了起来，其中包括张桥镇留
守儿童寄宿制学校和定远县少年宫，还有驻定
远武警中队。

以葫芦丝为媒
带出一帮音乐“老顽童”

令杨德宏没想到的是，他会与一帮“老顽童”
们产生交集，2014年，他接受了定远县老年大学
的邀请前往教学，而学校也为此特别开设了葫芦
丝班。葫芦丝因为音色独特优美、外观古朴柔
美、简单易学、小巧易携带，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
的喜爱。它不需要你会五线谱，只要能看懂简谱
就能学。所以学校刚开始只有一个班40来个学
员，随后人数逐渐增加，直至目前四个班200 多
学员。

“虽然经常上舞台，但第一次面对讲台下这
些特殊学员，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杨德宏坦言，
他们都是从各个单位退下来的老同志，有许多以
前还是单位的领导，常在当地新闻里出现，现在
一个个坐在台下认真听讲，这些与时代同行的

“老顽童”们让他有种无形的压力。“学习是个相
互交流的过程，在教学的同时，我也从他们身上
学到了不少东西。”

樊正洋是令杨德宏敬佩的第一批学员，当年
因缺少一根手指，报名时杨德宏曾委婉拒绝，因
吹奏葫芦丝，十个手指需各司其职，可对方却一
再恳求，望着70多岁老学员满脸的渴望，杨德宏
不忍再拒绝，同时也想让他在学习中知难而退。
令他没想到的是，樊正洋每次课都会给他惊喜，
他的吹奏技术丝毫没有因为少了一根手指而受
到影响，甚至远远超过其他学员。他的精神令让
杨德宏不禁感叹：这要有多大的毅力来坚持，又
在平时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啊！

2019年迎“七一”演出，接到任务后，学员们
都非常重视，杨德宏也珍惜每一次的辅导机会，
从挑选人员到挑选曲子再到最后的排练，大家都
认真配合，尽心尽力。谁知在排练期间，杨德宏
身体出现状况，虽然不严重，但要做个小手术，非
常巧合的是手术时间就在演出前一天。为了不
影响演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演出当天，谁也不
知道他是带绷带上台，指挥时由于用力，体液渗
出将衬衣后背浸湿，他咬牙坚持到最后。演出非
常成功。下台了大家询问后才知道缘由，一声声
充满关切的抱怨令他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2020年他被安徽省老年大学评为全省老年
大学系统优秀教师，这也是对他努力工作所给予
的肯定。

“近 7 年老年大学的教学中，虽然经济上有
一些损失，但精神上的收获却是丰盈的。常在散
步时遇到一些学员，大家都尊称我一声‘老师’，
喊我爱人‘师母’。”杨德宏说，2010年文化体制改
革，44岁的他办理了退休手续，接受了民间演出
团体的邀请。这些年，教学时间与所接商演的时
间常有冲突，但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报酬
优厚的商演。因他不忍让想到教室里那帮音乐

“老顽童”们失望。
“只要老年大学需要，我会一直做下去。”杨

德宏表示，自己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学员们
组织一次葫芦丝专场演出，演出人员从初级、中级
到高级班都有，以老带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
舞台上，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星光不问赶路人，
岁月不负有心人。”祝福他能早日得偿所愿。

□责编：张 瑜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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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远杨德宏：
葫芦丝引出一帮音乐“老顽童”

与舞台打交道近30年的杨德宏，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
成为葫芦丝老师，其主要学员还是比自己年长许多且从各
个单位退休的老人；更没想到因为当初的一个承诺，让他将
这个收入几乎可以忽略的职业一做就是7年。如今，在定
远县公园或其他休闲处，常能听到悠扬的葫芦丝声，这已成
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忽 艳

学员参加晚会表演

荣誉证书

认真指导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