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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老年口琴乐团成员间因乐理基
础、吹奏技巧，以及健康状况等因素导致的
练琴效率参差不齐的问题，兰州市口琴艺
术交流学会旗下的九久大众口琴乐团，创
造性地实施了“讲、唱、练、攻、合”的综合练
琴策略。这一新举措，不仅将课堂转变为
技艺提升的熔炉，更吸引了众多热爱口琴
的老人慕名而来，他们带着对音乐的渴望，
感受着音乐带来的无尽魅力。

每首曲目都蕴含着独特的挑战与精
髓，这些难点与重点，恰似通往成功演奏的
必经之路上的关卡。白玉琢团长他分享了
团队应对之道：“‘请进来’，即邀请业界精
英指点迷津。”得益于这一策略，兰州市口
琴艺术交流学会的傅豪久先生、吴申陆、荆
学军等老师，来到九久乐团，通过开设专题
讲座、一对一辅导及现场示范演奏，为团员
们攻克技术难关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激
励。在 2019 年举办的第三届华夏口琴节
上，九久乐团凭借不懈的努力与卓越的表
现，荣获了大合奏三等奖的殊荣。

谈起口琴艺术交流学会的老师们，团
长白玉琢夸赞说道：“张斌是我们口琴会的
秘书长，说是秘书长其实就是‘大管家’，把
整个口琴会的事务打理得有条不紊，上下
一心。记得他刚到这儿，就考取了社会艺
术水平考级口琴 8 级。此外，值得一提的
是，还有荆学军，他身为兰州口琴会的副会
长。多年来不辞辛劳，深入兰州市的畅家
巷小学、张掖路小学、兰大医学院等学校，
推广口琴艺术，播撒音乐种子，更助力各学
校组建口琴社团，为兰州的口琴文化注入
了生机。”

傅豪久先生说道：“在推动口琴音乐发
展的路途上，我仅是那微不足道的一粒铺
路的石子，只有不懈学习，才能缩小我们与
各地口琴界在音乐功底的差距，引领我们
的口琴团体迈向更广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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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兰州口琴文化注入生机

这份爱与音乐继续传承下去

灵巧的双手穿梭于
多把口琴之间，在一吹
一吸之间流淌出悠扬动
听的琴声，让人心旷神
怡。而这位用口琴编织
出美妙乐章的艺术家，
正是已届九旬高龄，被
誉为“西北口琴王”的傅
豪久先生。同时，他还
是兰州市口琴艺术交流
学会的终身名誉会长。
在傅老先生不懈地引领
与热忱的奉献下，兰州
市口琴艺术交流学会已
历经近四十载春秋，会
员们以音乐为桥，跨越
年龄与界限，共同传递
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
向往，绽放着兰州口琴
的独特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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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里存有重要资料，这次失而
复得，非常感谢出租车司机唐艳艳。”
8 月 30 日中午时分，兰州市民贾先生
来到兰州威龙汽车出租有限公司，送
来一面印有“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的
大红锦旗。

据了解，8 月 25 日晚凌晨，失主贾
先生从西固区福利东路月星家具城楼
下打车至深沟桥天庆国际新城，因为喝
了酒，他下车后不慎将一部苹果 15Pro
Max 金色手机遗落在唐艳艳驾驶的车
牌号为 AD83393 的出租车上。这部手
机价值1万元，最重要的是手机内存有
重要的工作客户资料。第二天，陈先生

通过手机微信支付平台联系唐艳艳，并
拨通了丢失手机的电话号码，没想到对
方第一时间接听了电话。原来手机不
但没有丢，还被细心的唐艳艳保管了起
来。

为了尽快将手机归还失主，8月25
日早高峰过后，唐艳艳立即驾车将手机
送还给了贾先生。

44 岁的唐艳艳跑出租车已有 9 年
时间。“每次捡到东西，我要么把东西送
还乘客，要么交给公司处理，这都是我
们出租车司机应该做的事。”唐艳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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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遗落手机
热心“的姐”
及时送还

从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现在的近
700名会员，兰州市口琴艺术交流学会发
展得越来越好。作为梦想与艺术的纽
带，口琴也传递着亲情，传承着励志。
2012年，付文伟接过父亲傅豪久手中的
接力棒，基于兰州口琴会的坚实基础，成
立了兰州市口琴艺术交流学会，并担任
会长，与热爱口琴的会员们共同书写兰
州口琴艺术的新辉煌。

付文伟对记者说：“我最初练口琴
满嘴是泡，嘴上不知道掉了多少层皮。
每天数小时的固定练习，早已融入我们
家的血脉中，即便是年逾九旬的父亲，
每吹一遍就在挂历上画一道，至少要画
够两三个‘正’字。”

“虽然口琴是一种好乐器，很多人都
在吹，但在音乐里很多乐器都有考级，唯
独口琴一直没有，因此绝大多数练习者
中途放弃，这影响了口琴艺术的发展。”
付文伟说。然而，转机在2017年到来，
在父亲傅豪久等人的努力下，《中国音乐
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全国通用教材之

“复音口琴”》一至六级教材出版，主编为
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执行主编为
傅豪久和杨晟，全国统一发行。此教材
标志着复音口琴首次纳入社会艺术水平
考级教材，意味着人们熟悉的口琴正式
告别“玩具”印象而登上了正规器乐演奏
的“大雅之堂”。在2021年兰州市口琴
艺术交流学会在兰州率先组织进行了全

国口琴考级，为口琴爱好者提供了展示
自我，检验成果的平台。

2019年，第三届华夏口琴节落地兰
州，付文伟四处奔波联系场地、整合兰
州口琴资源、接待中外嘉宾，组织赛
事。协助中国大众音协口琴专委会在
兰州圆满举办了这届口琴节，得到与会
嘉宾和参赛选手的好评。这场盛会，为
兰州的口琴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与展
示平台。在2023年举行的第四届华夏
口琴艺术节上，傅家祖孙三代同台，以
一曲《夏日泛舟海上》悠扬开场，旋律中
流淌着家族的温情以及对音乐传承的
美好种子，令台下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掌声雷动。

傅豪久先生是浙江宁波人，说起
自己和口琴结缘，他回忆道：“小时候，
在我家的弄堂旁，有一个孩童的口琴
声吸引了他，自己渴望有一支口琴，但
2.4 元的口琴对家境贫困的他来说是
奢望。幸得热心邻居赠予一把旧口
琴，这把琴，便是我音乐旅程的起点。”

在那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年代，傅
老想尽办法不断学习与钻研，在少年
时代就逐渐练就了高超的技艺。1960
年，傅老支援大西北来到了兰州。对
口琴的热爱，使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
各个舞台上，用精湛的技艺和饱满的
感情征服了一批口琴爱好者，赢得了

“西北口琴王”的美誉。1979年，傅老
凭着对口琴的热爱和将口琴传承与发
展下去的理想，创办了口琴学习班，并
在1985年正式成立了兰州口琴会。

为了全面提升演奏技艺，自口琴

会成立后，定期对会员进行强化训
练。作为会长，傅老亲力亲为，从基础
的“哆来咪”音符启蒙，逐步深入到低
音与高音，再到上下行音阶练习，以及
和弦演奏等核心乐理知识的剖析，一
遍遍示范讲解，确保每位会员都能扎
实掌握，直至能够独立演绎出完整的
曲目。

每当有演出的机会，傅老总会参
与其中，用实际行动推广着口琴艺术
的魅力，勇于展现自己的非凡技艺。
他先后成功驾驭了《天堂与地狱序曲》

《诗人与农夫》等高难度曲目，努力与
付出也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1998
年，在第二届亚太国际口琴节大赛中，
他更是凭借复音口琴独奏的出色表现
摘得了季军桂冠。2004年元旦，他还
应文化部之邀，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
会上献艺，赢得了广泛赞誉。

执着追求口琴艺术 组建兰州口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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