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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手工技艺，仅有5人艰难支撑

周村铜响乐器还能响多久
文/本报见习记者 张汝树 片/本报见习记者 崔皎

年轻技工断档，资金缺口300万

“熔炼、配料、制片、打
槽……”整个铜响乐器的制造
一共需要八大步骤，全部掌握
需要十几年的时间。“80后”、

“90后”对这种传统工艺不感
兴趣，周村铜响乐器，目前已
面临年轻技工断档的局面。

蒋先生说，一些懂技术
的老工匠都转行了，而年轻
人又不看好这种传统工艺，
去年的时候他带了5个年轻
人，一年都没坚持下来就走
了，今年刚招了两个人，又要

重新开始教。
据了解，铜响乐器的制

造总共分为熔炼、配料、制
片、成形、淬火、打槽、打黑
货、戗镟八大步骤，如果要想
成为一名合格铜响乐器工
匠，就要把这些全部学会。

“这些步骤中，最难的是
制片和定音，全学会的话恐
怕需要10年左右。”蒋先生
说，年轻人之所以不看好这
种传统技艺，与技艺难度大，
学习耗费时间长有很大关

系，现在厂里仅锣就有十几
个品种，制片时整个过程全
凭手感和耳听；定音则更难，
要把所有产品的音响标准记
在脑子里，一边听一边学，如
果定音不准，产品就废了。

据蒋先生介绍，年轻技工
缺乏，主要是资金问题。公司
设备落后，精密程度差，像攻
击锤、镟锣机达不到生产高端
产品的要求，刨床、车床根本
没有，乐器厂只能做普通产
品，产量、利润不高，工人得不

到期望工资，才罢手不干，形
成一种恶性循环。

“现在厂里全部的设备
100万左右，仅有5个人，如果
要正常运转，大约还需要300

万元到400万元左右。”蒋先
生说，只有设备达到标准了，
产量才会大幅增加，才能生
产高端产品，用高薪留住技
术人才。但农村信用社的贷
款上限为30万元，银行贷款
又需要抵押、担保，资金问题
一直无法解决。

周村铜响乐器始

于明朝，以传统手工工

艺打制而成，工艺精

湛，音色纯正，与丝绸、

烧饼并称周村“三绝”，

曾因生产出军乐钹，结

束了我国依靠进口历

史等四项“第一”成绩，

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

如今，这项四百年的传

统工艺，在周村仅有5

人苦苦支撑。

“ 咚 咚 咚 … … 当 当
当……”

记者从网上获知这一传
统技艺濒临灭绝的消息后，
决定前往探访。经过联系，记
者来到周村铜响乐器所在
地——— 周村南郊镇小房村。
还没进门，就听到屋内传出
热闹地敲打声。这里就是蒋
义东的鲁东乐器厂。

据介绍，周村的铜响乐
器，以传统手工工艺打制，工
艺精湛，音色纯正，清朝时冶

铸水平就相当高超，乾隆初
年，周村出现了铜响器作
坊——— 聚合成，它生产出了

“开道锣”，光绪年间又生产
出“光锣”。后来不断发展，
1915年，聚合成在光锣的基
础上创制了“虎音锣”，受到
了“四大名旦”、“四大须生”
等京剧名流所在戏班的重
视，一度有京剧舞台必用周
村锣的讲究。上世纪30年代，
周村铜响乐器有锣、钹、铃、
钗等多个品种，产品畅销，生

产业户有80余家。
“新中国成立后，就有了

鲁东乐器厂，但不是我现在这
个乐器厂。”蒋先生介绍说，建
国后由二十五家业户联合组
成了周村鲁东乐器厂。

据蒋先生介绍，他16岁
初中毕业后，就顶了父亲的
班进了鲁东乐器厂。当时的
乐器厂有300人左右，从事铜
响乐器的仅有30人左右，当
时鲁东乐器厂生产的铜响乐
器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市场份

额。后来由于经营不善，2005

年12月25日宣布破产倒闭。
“其实早在1995年的时候，乐
器厂就已经不行了，我当时
就跳出来自己开厂。”

蒋先生说，他于1995年
在周村南郊镇小房村建厂，
当时叫东盛民族乐器厂，后
来为了申请非物质文化遗
产，将名字改成了鲁东乐器
厂。建厂十多年了，一直没有
招到专业技工。目前厂里只
有5个人在艰难支撑。

产量原是老大，现只5人支撑

▲鲁东乐器厂工人在进行熔炼。

▲鲁东乐器厂工人在进行打黑货。

▲鲁东乐器厂工人在进行制片。

儿虽愿承父业，旧村改造添堵

周村铜响乐器有着四百
多年的悠久历史。淄博市政
府和周村区政府，为了挽救
这一濒危的传统手工技艺，
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铜
响乐器手工技艺的挖掘、保
护和传承。不过最让蒋先生
高兴的是，几经周折后，儿子
愿意继承这门技艺了。

“我父亲就是鲁东乐器
厂的匠人，在厂里工作了近
30年退休。我16岁顶替父亲

进了鲁东乐器厂，在厂里一
干就是15年，我要尽最大力
量把周村铜响技艺传承下
去。”蒋义东说，他原本希望
儿子会继承他的事业，把这
项技艺传承下去，但刚开始
遭到了拒绝。

据蒋先生介绍，小蒋中
专毕业后，一直想做他喜欢
的事情，对于这项传统技艺
并不喜欢，他先是做电脑组
装，又销售电动车，前后做了

不少事，都不怎么成功，后来
才逐渐喜欢上了这一行，已
经学了五年了。

“制片、成形、淬火、打
槽”，这四个步骤的工序都由
小蒋和蒋义东的徒弟完成。
蒋先生说，小蒋现在工作起
来已经有模有样了，制作铜
响乐器的八个步骤，小蒋只
有定音还没学会。“我年纪大
了，技术要赶紧教给他，有人
把这门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我才放心”。
蒋先生说，小蒋去年刚刚

结婚安定下来，他正打算将定
音的技术慢慢教给他，可又碰
到了新麻烦。今年5月底小房
村要进行旧村改造，鲁东乐器
厂正在改造范围之内。“我就
害怕到时候会停产，人散了再
召集起来就难了，我已经向镇
里和区里申请新厂址，正等待
审批，啥都不想了，有个地方
建厂房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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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保护是“再生产”

对于如何更好地保
护周村铜响乐器，专家建
议，对于这种仍有市场需
求的技艺，最好的保护就
是让它“再生产”。

“鲁东乐器厂现在的

规模小，生产能力差，跟不
上市场需求的步伐。”山东
理工大学商学院李教授
说，保护这种仍有市场需
求的企业，应该根据实际
情况，给与资金和政策上

的支持，让企业进入正常
运转，适应市场化的需要，
通过正常的企业运转，培
育更多的技工人才。

山东理工大学社会
学教授也介绍说，非物质

文化遗产不应该是一种
静态的保护，应该通过转
变经营方式，适应社会需
要，再次增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影响力，让社会更
多人了解、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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