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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圈，呆仨月你就是老手
入门者多精通者少，学吉他的人也分“三六九”

要说哪种乐器最帅，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可要说哪种乐器最流行，那必然非吉他莫
属。正因为吉他音域广泛、便于携带且适用于演奏、伴奏流行歌曲和民谣，因此不少年轻人都有
一个吉他梦。这样一来，不少吉他圈子在他们之中就建立了起来。可吉他虽说不像小提琴、钢琴
那样困难和专业，但别说学精，就是入门也并非人们想的那样简单。

本报记者 高寒

一曲《成都》流行，吉他
圈里新人猛增

说到吉他，其实是个很宽泛的概
念。论结构，可以分为木吉他和电吉
他。而在木吉他中，又分为古典吉他和
民谣吉他。这年头，年轻人所谓的会弹
吉他，主要指的就是较易入门且适用
领域较广泛的民谣吉他。而目前各种
各样的吉他圈，绝大部分也是以交流
民谣吉他为主的。

在QQ或微信上搜索“济南+吉
他”，就会出现很多交流群，这其实就
是吉他圈最初级的形式。所谓初级，是
因为一般通过社交软件交流吉他的
人，大部分都是新人，且以自学为主。
周天作为一名大三的学生，就是广大
新人里的一员。

同几乎绝大多数新手一样，周天决
定学吉他，也是出于冲动。“我是因为听
了赵雷的歌，并看到网上有其他人上传
了自弹自唱赵雷的歌的视频，实在‘忍’
不住了，便决定学吉他。”入圈的第一
步，自然是买吉他，然后再买教材、入交
流群。每天，济南这座年轻人众多的城
市里，都在重复着类似的故事。

同入圈不到一年的周天不一样，
西奥已经算是济南吉他圈内小有名气
的人。他管理着两个吉他交流QQ群，
同时还和一些朋友凑在一起玩音乐。

“几乎每天都有入群的，导致群里人满
为患，只能定期清理长期不说话的。”
西奥介绍，因为一首歌而学吉他的人
非常多。特别是有一两首歌短时间火
爆大江南北的时候，入群的人特别多。

“前年《南山南》火了，去年《成都》
火了，包括再往前的《董小姐》，每次都
是在歌曲开始火一个星期后，入群的
人特别多。”西奥介绍，直到现在，还有
不少人进群就说想学《成都》，其实他
们没有任何基础。“特别是赵雷刚唱

《成都》的那一个月，QQ群几乎每天都
有十几个人想进群，不少人也会在微
信上表达想学吉他的想法。”

能熬过手上的血泡，基
本上就能弹出旋律

其实，无论是《成都》还是《董小
姐》，新手们想要做到的，无非是一边
弹吉他一边唱歌，也就是弹唱。这种形
式不仅看起来帅，而且操作起来也较
为简单。这是因为，吉他只要发出伴奏
的声音就可以了。而伴奏的音符一般
较为规律且重复出现，对于手指的要
求远远没有独奏那样高。

但即使这样，弹好伴奏也不是轻
而易举的事情。“最简单的伴奏，就是

左手保持固定指法，然后右手拨弦。拨
完一两个小节的旋律后，左手再换一
个指法按住琴弦，右手再拨。”西奥介
绍，这种固定的指法就叫做和弦，只要
按着不动，右手就能弹出好听的旋律。
而对于初学者来说，学着按和弦就是
第一步。

周天开始听学长介绍，和弦其实
并不难，因此也就照着教材练了下去。
但是他发现，已经20岁的他手指头经
常不听使唤，经常需要让朋友帮着

“掰”到指定的地方才行。即使这样，还
经常出现按弦不紧、出现杂音等情况，
更别提迅速更换和弦了。一两个星期
后，周天的吉他技术丝毫没有长进。

更让他绝望的是，半个月后，周天
的左手手指开始出现肿胀。吉他弦基
本都是钢弦，一按下去就会疼，甚至连
洗手、写字都受影响。那段时间，周天
一度不想学了。

“这是正常情况，不仅手指有血泡，
虎口还会疼。这段时间很难熬，因为技
术没长进，但身体受不了了。”西奥表
示，学吉他的人，基本上都是十八九岁
的人，和那些三四岁开始学乐器的儿童
不一样，成人阶段开始学乐器确实困
难。“更何况，学吉他的人大多是自学。”

吉他专业教练张伟介绍，那些大
学开始学琴的人，9成以上都在1个月
后放弃了。但是手指出了血泡，只要再
忍一两个星期，手指尖就会出现老茧，
再也不会疼了。“而且，那个时候，学吉
他的第一步其实已经迈完了，基本的

‘‘C’、‘G’、‘AM’等几个和弦已经掌
握，最简单的曲子已经可以弹唱了。”

吉他圈子自学的人多，
呆仨月就是老手

“撑过3个月，吉他圈里基本就是
老手了。”张伟说，这是因为很多人对
吉他的难度没有心理准备。“看到好像
每个人都会弹两句，新手就以为吉他
很好学。但是，会弹吉他的人多主要是
因为学吉他的人多，另外不少能弹一
手好吉他的人，其实小时候都曾接受
过其他乐器相对专业的培训，再学吉
他已经有了基础。”

“吉他这个圈子，自学的人太多，
因此他们对吉他这个乐器缺少系统的
认识，不知道用吉他能弹奏出什么样
复杂且好听的曲子。”西奥在每次组织
聚会的时候，都会告诉新入圈的人一
个道理：吉他是一种很神圣的乐器，并
不“low”，也不是谁都可以把玩的小玩
具。“古典吉他和钢琴、小提琴并称世
界三大乐器，你说它岂是那么简单就
能学会的？”

张伟说，90%的人在入圈后一个月
就放弃，那剩下的10%，其实也分着“三
六九等”，有七八成的人只会弹和弦，也

就是只会边弹边唱，仅依靠吉他不能
演奏出一段完整的旋律。这是张伟在
教学时发现的现象，不少学生在练熟
几个和弦能弹唱几首歌曲后就不学
了。“不是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东西等
着学，而是觉着本领已经够用了。”

张伟所说的本领，就是“耍帅”。男
生弹吉他，来几首女生喜欢的歌曲，就
会显得很帅气。而一个气质普通的女
孩，只要能让吉他发出不怎么难听的
声音，就会被称作文艺少女。“这个圈
子其实还是非常浮躁的，很多人学吉
他，只是把吉他当做一种工具。”

对于周天来说，他也基本上达到了
目的，会简单地哼出来《成都》这首歌。

“在学校里，能弹出来《成都》已经非常
了不起了，室友们都很羡慕我。”周天
说，他也不想再去学更难的技巧了。“往
下学太难了，我一看谱子就知道我学不
会。”

高端吉他圈子绝大多
数成了乐队

而像西奥和张伟这样的人，其实
已经接近专业的水平，而他们的圈子，
无疑也固定和高端得多。

吉他圈越往上发展，其最终形态
就会是乐队。因为对于几个精通吉他
的人来说，仅仅照着谱子唱歌演奏，
早已不能满足他们。西奥就在大四
那年，和四个同学一起组建了一个
小乐队。“开始是我们编排演奏别人
的歌，后来，我们开始尝试写自己的
歌。”

一旦组了乐队，圈子中就有了
更严格的纪律。因为乐队里必须要有
至少2-3种乐器存在，因此一些“天赋
异禀”的人，就会开始学习其他乐器，
比如架子鼓、贝斯、键盘等，而一旦乐
队成员的实力和默契度达到了一定程
度，他们就会尝试走上街头或者走进
酒吧，开始有组织地表演。“我们都有
各自的工作，不为赚大钱。”西奥说，他
们都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圈子，
因为他们相信，每个人最初都是那一
个个初学者。经过大浪淘沙因缘际遇，
才会凑在一起。

相比西奥，张伟的水平更高，他
曾经参与过一些歌星歌曲的录音，目
前已经靠吉他吃饭：教学和销售吉
他。随着民谣的影响力越
来越大，学吉他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张伟的
生意也一直不错。
但他更愿意每个
学生的学习周期
更长，哪怕学生少
一些。

去年，张伟的
儿子也到了可以学
琴的年龄。出乎别人
意料，张伟并没有亲
自教儿子，而是让他
跟随专业的老师去
学习小提琴。“入
门容易精通难，
可偏偏只要入
了门，学吉他
的人就容易
飘。既然如
此，还不如
让 他 小 时
候 多 吃 点
苦，小提琴
练 个 三 四
年还是很难
入门，声音像
锯床腿，这样儿
子也会知道自己还
差得远。”

□李察

意识到已经很久没在朋友圈
里看到小T的动态时，我的第一反
应是自己被她屏蔽了。我和小T曾
是大学社团好友，毕业后虽渐行渐
远，但隔段时间还会特地相约见面
聊聊。于是再见面时，我半开玩笑
地问道：“你屏蔽我了？”小T一脸
惊讶：“我还说你怎么好久没有点
赞转发！”回到家，我突然灵机一动
查了一下微信隐私设置。果然，小
T就静静躺在我的“不看他的朋友
圈”分组里。

小T是被我逆向屏蔽朋友圈
的创业者之一。几年前，她创业开
办了一家幼儿舞蹈工作室，开启了
朋友圈刷屏模式。每天至少8至10
条，基本是视频，如果是图片一定
是九宫格。一个个陌生的小朋友在
我的朋友圈里旋转、跳跃、压脚背、
大劈叉。她们的一颦一笑花费了我
很大一部分上网流量。

创业者是朋友圈刷屏重灾区。
风起云涌的创业热潮早已将“现世
安稳、生活静好”的朋友圈攻陷。曾
经晒吃喝、晒旅游的众人，有的生
娃之后研发了自家品牌纸尿裤，展
示各家产品亲肤度和漏尿情况对
比；有的做起了医美诊所，晒的那
些“术前术后”对比图令人心动，但
恢复期中一张张肿胀的面孔又让
人目不忍睹……就连我刚满19岁
的侄女，都赶着“网红经济”的大
潮，做起了网络主播，三天两头画
着大浓妆在朋友圈通报：“今晚直
播，大游艇走起来……”

这些创业者在朋友圈里晒产
品、讲理念、谈情怀。打开朋友圈，
就像走进了创投咖啡馆，谈的全是
风口、跨界、融资、回报率……唯一
不同的是，作为朋友，还有义务时
而帮忙转发：“朋友创业做的良心
产品，提我有优惠”……某一天，我
被刷屏刷到心烦意乱，一股脑把这
些创业者全拉进了“不看他的朋友
圈”。我的朋友圈终于安静了。

没有了创业者的朋友圈又是
一片“岁月静好”。年轻的爸妈继续
晒娃哭哭笑笑，长辈们继续拿“太
可怕了”的造谣帖和“揭露真相”的
辟谣帖刷屏，偶尔穿插些旅游照、
美食照。我的朋友圈不再像打了鸡
血般躁动，却又沉闷得有些无聊。

我于是又好奇起小T们的创
业生活。他们在创业中有何新进
展、新体验？他们“创业圈”在流行
什么新名词、新理念？创业者的朋
友圈看似与我无关，但不可否认的
是，我也从中获取了繁琐日常中接
触不到的资讯和另类信息。他们为
我打开了我所不了解的世界的那
一扇窗。

果然，当我再次把小T们从隐
私设置里拉出来时，他们的朋友圈
早变了模样。有的人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开始分享起受邀在创业大会
上所作的主题发言；那位不知道他
到底要干吗的老兄，刷起了共享经
济，宣布“马上将有大举动”。小T
的舞蹈工作室也已进入“2 . 0时
代”，看合影竟也有了小100人的规
模。和周围人相比，创业者们的朋
友圈仿佛设置了快进模式：世人一
天是一天，他们却已转眼千年。

有了创业者们回归，我的朋友
圈又热闹了起来。他们依然晒产
品、晒进展、晒融资、晒团队，晒交
口称赞的用户反馈和感人至深的
媒体报道。但无论如何，他们总归
是怀揣着梦想站在了前面。有了他
们，朋友圈里不再只是一派安稳、
静好，而多了些敏锐、激情。那些留
在朋友圈里的高大上新名词，深夜
打卡加班照，一会儿鸡汤、一会儿
鸡血的各种感悟，全都深刻地打着
时代的烙印。他们丰富了我们的朋
友圈，也帮我们触碰着当下的现
实。

朋友圈里的创业者

大学校园里弹吉他的学生们。本报记者 高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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