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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这是一个以仿古青铜器而出名的村庄，如今已有300农户，品种超过千余种，远销世界各地。2008年，该村庄的青铜器产值超过
亿元，实现利税1000万元，全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到了全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80%。只要进入这个行业，挣得少的一户一年也能收入七
八万元，多者则达三五十万元。目前，已经形成了原料供应、模具制作、青铜铸造、做锈、销售产业链条。该村就是位于洛阳伊川县葛寨乡的烟
涧村，由于存在着分散经营，缺乏统一管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当地正在想方设法让“青铜器制造村”升级换代。事实上，仅洛阳市就存在多
个类似的专业村庄，并均已形成特色产业链条，如唐三彩专业村孟津南石山村、牡丹画专业村孟津平乐村、奇石专业村新安下孤灯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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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制造的青铜器品种很多，有上千
个，每家几乎都不相同，大件的有 3米多高。”
村民方耀新说，村里农户到外地打工的很少，
有近 300户从事青铜器制造，占全村的 1/3还
要多。

12月7日，河南省伊川县烟涧村，磨光机的
尖啸声此起彼伏。

村支书方智科说，烟涧村的仿古青铜器
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名声，村民们的青铜器产
品，远销美、英、日、加、法、德等国家，特别

是东南亚各国对烟涧村的青铜器非常喜
爱。在国内，至少有 20 家博物馆都收藏和
展出有烟涧的仿古青铜器，全国各大私营企
业“镇家之宝”的大型仿古青铜器，很多也出
自烟涧村。

方智科说，烟涧村的青铜器制造有此辉
煌，方兴庆是个大功臣，是他创造了仿古青铜
器技术，并传授给了村民。

已经 70多岁的方兴庆老人现在已经不再
做青铜器了，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技术。

方兴庆介绍，他 1954年高中毕业，在当时
是村里非常少见的高学历，高中毕业后，他在
一家翻砂厂工作。“这为我以后研制仿制青铜
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那时候家里穷，要想办法挣些钱，养家
糊口，就逼着自己学一些技术。”方兴庆说。

大约是 1963年，他在看报纸时，看到一个考古
新发现的信息，里面有一面古铜镜引起了他
的极大兴趣，从此就痴迷上了古铜镜。

方兴庆开始研究琢磨这面古铜镜，并多次
进行实体雕刻模具制作、青铜器配方、浇铸、雕
刻的试验。方兴庆说，经过无数次失败，他渐
渐摸索出了规律，并成功地制作出仿战国时代
的“牛鼻象背铜镜”。方兴庆将此镜交给一名
文物工作者，文物工作者居然没认出这是“现
代”的东西。方兴庆兴奋极了，他更痴迷青铜
器仿制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了《青铜器》这本书，
这是一本我国出土的从战国时期到清代的青铜
图谱。他如获至宝，日夜研读。后来，只要有图
片，他就能制作出栩栩如生的仿古器件。铜人、
铜塔、铜镜，一切可以仿制的古青铜器，方兴庆几
乎仿制个遍。他又从一个民间艺人那里学会了
鎏金工艺，制作工艺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方兴庆从1981年开始烧制青铜器。之后，
方兴庆把烧制青铜器的技术公开，到 1996年
时，村里做青铜器及相关产业的农户基本上就
达到了现在的规模。

“我们做的是青铜器仿制品，不是文物是
工艺品，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明确，不能骗
人，更不能扰乱了文物市场。”方智科说，青
铜器从原料到成品再到销售，有数十道工
序。目前在烟涧村，仿古青铜器制造已经形
成了产业链条，有专门供应原料的，有专门
制造模具的，有铸造的，还有专门做锈的和
搞销售的。

“原来从原料到销售，都是自己做，效率低
下，现在每段工序走向专业化，利于提高产量
和质量。”方兴庆举例说，模具制作是很费工夫
的，有时制作一个大型模具需要一个月时间，

而买一个模具很快就能产生效益。
原料供应是第一道工序，方兴庆回忆，原

来都是自己想法去废品站收些废铜、废锡、
废锌来，现在省事多了，村里有人专门搞原
料供应。

在一户做锈的人家院子里，村民说，做锈
利润还可以，来这里做锈的大部分是烧制青铜
器的村民委托做的，做一件的费用从几十元到
几百元。“还有一部分是村民把成品卖给我们，
我们做了锈后再卖。现在利润薄，但一年至少
也能挣10万元。随着铜价的上涨，利润越来越
薄。无论是青铜器或黄铜器，出售的价格基本

上是和重量相对应的，比如一个青铜小爵杯，
用料大约700克，按照现在的铜价和锡的价格，
原料成本就接近50元，售价一般在80元。”村
民说。

方智科说，目前烟涧村在青铜器仿制行业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产链条，进入这个行业的
挣得少的，一户一年也能挣个七八万，能挣三
五十万的也不在少数。从销量上看，最近几
年，每年的销售额都在亿元以上。2008年，烟
涧村的青铜器产值超亿元，实现利税 1000万
元，全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到了全乡居民储
蓄存款余额的80%。

升级换代
伊川县正制定以烟涧村

为龙头的发展规划，要把仿古
青铜器打造成文化品牌

烟涧村的仿古青铜器已经名扬多个国
家，特别是马踏飞燕、洛阳鼎、编钟等拳头产
品备受客商青睐，但由于村民们分散经营，缺
乏统一管理，曾出现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相
同规格产品相互压价等情况，使仿古青铜器
产业一度陷入低迷。村民们把这一段时间戏
称为“战国时代”。

方耀新说，由于有些村民缺乏文史、美学
等相关知识，制作的仿古青铜器非常粗糙，甚
至比例失调，让人看着别扭；有的不知道一些
细节的重要，随意增减文字、线条，失去了“古
韵”。另外，仿古青铜器随着原材料和辅料的
涨价，其价格也在增长，利润空间的缩小，会
直接影响烟涧青铜器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如何有效引导农民走致富之路，把伊川
县仿古制品生产推向一个高度，把仿古青铜
器打造成河南省的知名旅游商品，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呢？

2006年年初，伊川县成立了促进仿古青
铜器制造产业协调小组，主要负责仿古青铜
器产业发展规划，统筹管理、政策研究与制
定，协调外部环境保护，生产销售环节的引
导、协调、服务等。当年 7月烟涧村民们又组
建了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同时成立的还
有按“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运作的洛阳烟云
涧青铜器有限公司。并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
册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烟云涧”牌青铜器商
标，公司经常邀请专家上门指导，还派出技术
骨干到外地学习培训。经过一系列技术改
造，烟涧村青铜器的工艺配方更为合理，产品
更精致，制作成本降低了5%左右。

洛阳烟云涧青铜器有限公司经理方长站
称，伊川县也正在制定以烟涧村为龙头的发
展规划，准备把仿古青铜器打造成文化品牌。

名声在外
远销美、英、日、加、法、德等国，国内至少有20家博物馆都有收藏

技术独创
一位老人创造的仿古青铜器技术，曾把一位文物鉴定专家都给“蒙”住了

利润丰厚
目前已形成了产业链条，一户一年至少也能挣七八万，能挣三五十万的也不在少数

品牌效应
打造鲜明地域特色的中

原品牌

烟涧村的成功在河南并非个案。
仅洛阳就有唐三彩专业村孟津南石山

村、牡丹画专业村孟津平乐村、奇石专业村新
安下孤灯村等村庄。

2007年时，河南省进行了首届河南省特
色文化产业村镇评选，26个村和 19个镇榜上
有名。其中有民权县北关镇的“画虎村”王公
庄村，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乡的“工艺品村”
干河陈村，开封县袁坊乡府的“旋木工艺村”
君寺村，孟津县平乐镇的“洛阳牡丹画村”平
乐村，舞钢市武功乡的“民间艺术表演村”小
柴庄，辉县市沙窑乡的“影视村”郭亮，淮阳县
临蔡镇的“风车村”许庙等。

商丘市文化名市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贾
建峰说，仅在商丘，具有文化特色的村庄就有
10多个，有专门制作陀螺的，有响誉豫鲁苏皖
交界处的唢呐村，还有麦秆画村，都打造出了
自己的品牌，创造出了经济效益。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汪
振军认为，要做好文化产业，使文化产业特色村
更健康地发展，就需要从实际出发，走自主创新
之路，才能把一般产品变成知名品牌，把文化特
色推向全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河南财政税务
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李敏说，河南省的文化产业
村在人才培养、市场意识和融资渠道等方面还
有许多工作要做。

村民正在制作青铜器。目前在烟涧村，仿古青铜器制造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村民正在制作青铜器。目前在烟涧村，仿古青铜器制造已经形成了产业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