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淬火是铜锣制作的重要过程。

周村铜锣至今还保持传统手工打造技艺。

工作人员戗旋小镲。 半成品试音。 砸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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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铜响乐器制作工艺
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目前
还保持传统手工打造技艺。
1979年，蒋义东进入国营周村
鲁东乐器厂工作，从事铜响乐
器制造，他也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周村铜响乐器的传承人。

2006年，周村铜响乐器制
作技艺被山东省列入第一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周村铜响乐器加工技艺经蒋
义东的继承和发展，产品已
远销韩国、日本等地。

16岁的蒋义东继承父业
开始制作铜锣，铜锣以紫铜
和高锡为原料，经过选料、配

比、制片、成型、定音等多个
工序制作而成，铜锣不仅要
有形，更要音质合格，以前都
是人工捶打，现在是半机械
半人工。

蒋义东出生于铜响乐器
制作世家，1 6岁的蒋义东继
承父业，开始学习铜响乐器
制作技艺。经过二十几年的
实践积累，熟练地掌握了铜
响乐器制作的全部过程和制
作技艺。

周村原来有80多家制作铜
锣的作坊，从明代开始到清朝
时期，冶铸水平已相当高超。周
村铜响乐器发音圆润、清脆、有

水音，音色纯正，音量持久，被
京剧界誉为“周村派”。

2006年，国营周村鲁东乐
器厂破产后，蒋义东又将原
来创办的周村东盛民族乐器
厂更名为周村鲁东乐器厂。
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品
种由原来的十几个扩展到几
十个，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
通过代理商销往美国、朝鲜、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这门手艺可以说是祖传
的，不能让它消失。”现在蒋义
东的儿子在跟着他学习，蒋义
东说要让儿子把这项事业传承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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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砸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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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社会的发展，大机器工业的冲击，一些老行当、老手艺，有的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有的却也焕发了新的生机，这这是历史发展的惯性，

也是时代变化的选择。为了展示淄博的老手艺，记者择取淄博具有代表性的老手艺，用文字记录，用图片呈现，体验这这些渐行渐远的情感，展现
这些老手艺在新时期焕发出的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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