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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寺··

05 文化

““民族乐器要走向平民””
华山居民许国屏组建 ““童心笛子队””2222年，，致力于推广笛子文化

□□记者 吴佳逸 整理报道

在静安寺街道，有一支“童心笛子队”全
由社区老年居民组成，推广笛子文化二十多
年；在静安寺街道，1999 年就创下了“2000
人一同吹多功能笛迎接 2000 年”的“大世
界吉尼斯”记录，不久前，2018 年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召开前夕，街道又成功举办了
“千笛迎进博 奋进新时代”的活动。这背后，
都少不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著名民族音乐
家、笛子大师许国屏，而他也是华山居民区的
一位居民。

2018 年年底，“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德艺双馨艺术家许国屏笛艺人生研讨会”活
动在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成功举行。中福会
儿童艺术剧院党总支书记戚恩伟参加研讨会
并作贺词，著名文艺评论家、上海中华笛文化
研究所所长方立平主持，并作主题演讲《四论
德艺双馨艺术家许国屏———改革开放四十年
笛艺生活的精彩回顾》。研讨会后，许国屏还
组织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许国屏笛文化艺
术成果微型巡回展》。

在方立平的讲话中，他高度评价了许国
屏，称他“与闵惠芬一样，是中国民乐界德艺
双馨的两面旗帜”，并总结了“十大创新”来
概括许国屏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艺术探
索：“音乐扶贫音乐长征”之创新、笛子进入
校园课程之创新、“多功能笛”发明之创新、
系统教材建设之创新、在学校开展笛子训练
之创新、在老年人中进行笛子培训之创新、在
盲童学校等特殊人群中教学之创新、千笛广
场演奏活动之创新、“里弄笛声”构建社区和
谐文化之创新、音乐集体葬礼之创新。

笛声所到，社区欢腾

以中华笛文化研究所艺术总监、英国皇
家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的身份，教看不懂乐
谱的社区古稀老人吹奏乐曲，这不是说笑，而
是许国屏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1996 年，在静安寺街道领导的关心下，
许国屏在华山居民区组建了一支“童心笛子
队”，最初只有 20 几位老妈妈参加，且都是
患有各种疾病的老人。许国屏的理念是“民族
乐器要走向平民。”教社区里的老年居民吹笛
子，这是真正的“音乐扫盲”工作，有句俗语
说“八十岁学吹打”，这本来是一句嘲笑，意
思就是年纪大了，对学习已经没有兴趣，再去
倒腾自己不懂的东西，就是在搞怪。可这些老
人们不信这个邪，在许国屏的倡议下，这支由
老妈妈组成的笛子队就取名为 “童心笛子
队”，意在要用笛声返老还童，用音乐来保持
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
在“童心笛子队”里，许国屏不仅是发起

人，还亲自担任教学工作，“老妈妈”们看见
一支笛子在许老师嘴边，随着手指的拿捏，熟
悉动听的音调不断涌现，都争相试吹，可是她
们不太灵活的手指，要找对笛子的一个个小
孔还有点艰难。有一位“老妈妈”忍不住说：
“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阿拉乐理也不懂，大
概只能做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了。”陪同来
的老伴马上给她打气：“放心好啦，你只管用
心学，我来承包家务，有许国屏这样的专业老
师手把手地教，不会让你成为南郭阿娘
的。”许国屏也鼓励大家，重在参与，迎难而

上，从吹奏技巧到说谱，他手把手地教学，老
人们也越学越有劲了！就这样，“童心笛子
队”不仅“扫盲”成功，还有人参加了考级、
登台演出，社区里的其他老人也纷至沓来，根
据当时的统计，成员平均年龄 67 岁，最大的
90 岁。

二十多年过去了，“童心笛子队”依然活
跃在社区，2007 年，静安寺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组建多功能笛普及活动志愿者队伍，许国
屏和笛子队的 14 名优秀学员接过聘书。如
今，笛子艺术团已经成为静安寺社区的特色
团队，笛手从数十人发展至千人，队伍也从原
先的 1支发展到 18支，每周四下午是静安寺
社区笛子艺术团的固定活动时间。“说起笛
子，社区居民都能露两手！”社区工作人员说，
不仅登大舞台演出，艺术团还深入到阳光之
家，让笛声给残疾儿童带来快乐，同时还成立
了全国第一支保姆笛子队———“春风笛子
队”，还深入到小菜场那些卖豆制品的、卖蔬
菜的、卖鸡的，都会吹笛子……

不忘初心，自制“魔笛”

许国屏出生于民乐世家，父亲许光毅是
上海民族乐团第一任团长。9岁时，他开始学
笛，师从“笛王”陆春龄，17 岁进入中国福利
会儿童艺术剧院，一直工作到退休。“宋庆龄
说：‘你要用优美的音乐陶冶孩子的情操。’
儿艺要为儿童服务，我深深被打动了。”耄耋
之年的许国屏精神矍铄，滔滔不绝地说起少
时演奏笛子的趣事，“我的梦想是让笛声响彻
祖国的大地”。

他一直为此而努力。多功能“魔笛”由他
在上世纪 90 年代发明而成。笛子由塑料制
成，其管身仍以六孔为基础，另有五六种笛头
供任意调换。转动管身，簧片的振动方式不
同，发出来的声音也就产生了差异。一根小小
的多功能“魔笛”，于是具有了竖笛、竹笛、梆
笛、巴乌、箫、葫芦丝、长笛七种功能。
“魔笛”的发明直接与日本雅马哈八孔

竖笛进入中国市场有关。“雅马哈笛在日本卖
100 元，在中国只卖 28 元，很多学校的老师
觉得八孔笛更容易教学，传统竹笛就被取而
代之了。”许国屏坐不住了，联系了上海民族
乐器厂，开始研发多功能笛。为了保证音准、
音色，笛子的模具修改了很多次，终于成功研
制出标准的多功能笛。后又改进数次，材质从
原先的半竹子半塑料，变成了全塑料，“好的
竹笛要数百元，塑料笛只要 40 多元，我不要
专利费，把笛子价格降下来，让孩子们都买得
起”。

此后，不管是在社区还是学校，启蒙教学
用的都是这支多功能笛，学过的人都表示：
“上手快，第一堂课就能吹出美妙的音符，让
人很有成就感！”

降低门槛，让平民百姓都能学会吹笛，
这才有了后来几千人吹笛的盛况。1999 年
为迎接澳门回归和 2000 年的到来，街道举
行了两千人吹笛的活动，那次活动还荣获大
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随后，街道又成功举
办千笛迎奥运、万笛迎世博、千笛庆祝抗日
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最近又成功举办了千笛
迎进博活动，场面蔚为壮观，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反响。

研讨会现场

许国屏和艺术团成员参加社会公益演出活动

社区影院 1月排片表

（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影片名称
歼十出击

憨豆特工 2
启功

憨豆的黄金周

建军大业

憨豆先生的豆豆秀
小兵张嘎

日期
1月 10 日

1 月 15 日

1 月 17 日

1 月 22 日

1 月 24 日

1 月 29 日
1 月 31 日

·放映时间·
上午 9:00、下午 14:00

·放映地点·

210 影视厅
·参与方式·
中心吧台

每周五报名领票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