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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铜响乐器传承数百年

8月29日，周村古商城一间并不
起眼的铺面门口，高挂着“周村铜响
乐器”的大招牌，上面还有一行“山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字。铺
子里，周村铜响乐器制作技艺传承
人、今年57岁的蒋义东正给客人介
绍着铜质工艺品。

要说起周村新编钟，就不能不
提周村铜响乐器和曾经盛极一时的
鲁东乐器厂。对于周村铜响乐器的
历史渊源，蒋义东如数家珍。

周村铜响乐器始于明代，距今
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周
村的铜响乐器制造业作坊林立，据
《周村区志》中的记载，兴盛时曾有
铜锡业作坊400多家。1750年，出现
了规模较大的铜器作坊聚合成，生
产的锣、钹、铃等畅销各地。1905年
生产出了光锣，1915年在此基础上
又创制了虎音锣，声音很适合京剧
中的伴奏。

“全国著名的‘四大名旦’‘四大
须生’所在的京剧戏班，都曾用过周
村的铜响乐器，戏剧界甚至有‘用锣
必用周村锣’的说法。”蒋义东说。

周村铜响乐器是纯手工制作，
在烟熏火燎的环境中，从化铜到最
后的定音都由人工操作，是个脏活
累活，也是一个技术活，特别是最后
的定音更显功夫。“千锤打锣，一锤
定音”，说的就是最后一锤定好音，
多敲一下好锣就成了音质差很多的
普通锣，入行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
能掌握其中的门道。

不曾消失的鲁东乐器厂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村铜响乐
器延续着曾经的辉煌。

到了1956年，聚合成等20多家
铜响业户公私合营成立了鲁东乐器
厂，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铜响乐器
生产厂，此后很多年也一直占据着
行业龙头老大的位置。

“那些铜响业户中，就有我的父

亲。”蒋义东生在铜响之家，幼时不
用上幼儿园，白天就跟着父亲到厂
里去，耳濡目染，心里早早萌生了制
作铜响的种子。

1979年，16岁的蒋义东子承父
业，进了鲁东乐器厂，打那开始再也
没和铜响乐器制作分开过。他还清
楚记得，国营鲁东乐器厂曾取得的
辉煌成绩———

1956年，成功试制军乐钹，结束
了依赖进口的历史；

1959年，为中央乐团制作了四
面直径1.3米的大叉锣，在当时是世
界之最，打破了“锣不过尺”的工艺
枷锁，作为礼品赠送给访华演出的
外国交响乐团……

在蒋义东进厂前，鲁东乐器厂
还干成了一件令人热血沸腾的事
情——— 研制出了编钟，我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
曲，就是用这种编钟演奏的。

在淄博市志办公室编的《淄博
四十年大事记 1949-1989》一书
中，在1970年有这样的记载:“4月25
日 淄博市军民集会，欢呼中国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4月24日发射
成功。从太空发回来的‘东方红’乐
曲是用淄博市鲁东乐器厂生产的编
钟演奏的……”

不过，因种种原因，鲁东乐器厂
繁荣不再，于2005年倒闭。之后，蒋
义东接过了鲁东乐器这个品牌，成
立淄博鲁东乐器有限公司，延续着
周村铜响乐器制作的炉火。到现
在，他的儿子也入行多年了。

多地取经
从无到有研制出编钟

今年76岁的李德本，曾是鲁东乐
器厂的职工，进厂时间比蒋义东更
早。8月29日下午，在周村城区一栋
普通居民楼内，李德本讲起了编钟的
往事。

“我1962年调到鲁东乐器厂工
作，后来在铜响乐器车间从事了近20
年的生产，当时也曾耳闻目睹，知道

厂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李德本说。
当年的厂长韩发贵曾回忆道，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济南
军区前卫歌舞团要到北京参加大型
歌舞史诗《东方红》汇演，演出需要
的云锣、编钟的制作任务落在了鲁
东乐器厂的肩上。

1964年接到这个任务时，厂里
的人都没见过编钟是什么样子，更
别说制作了，怎么办？外出考察学
习！李德本记得，一名姓刘的技术
员被派到了北京，看故宫里的编钟。

“看过的编钟装饰精美，工艺却
很复杂，厂里就想着先把大体形状
做出来，再把音定好。最开始做了
十几个，外形很像铜罐子，底下不封
口，外面很糙，敲起来一个调。”李德
本当年并不在研制编钟的攻关小
组，不过经常路过造编钟的车间，看
他们在那里忙碌。

为了解决定音难题，前卫歌舞
团的专家还到厂里待了三四个月。
李德本说:“编钟造出来以后，根据
大小、轻重等调节音律。为了定好
音，一个编钟要在车床上弄很多次，
专家一边吹着定音器一边敲着编
钟，听听音是不是准，不行就再上机
床，反复地试。”

几经周折，编钟终于研制成功，
后来被前卫歌舞团拿走了。在“东方
红一号”上天很久之后，鲁东乐器厂
的职工才知道，卫星播放的《东方红》
乐曲是用他们研制的编钟演奏的。

在蒋义东的铺子里，记者从墙上
挂的一张照片里看到了周村编钟的
身影。因为与后来出土的曾侯乙编
钟和山东洛庄编钟样子大不同，鲁东
乐器厂研制的编钟被称为新编钟。

说起当年事，李德本依然非常
自豪。

据《淄博四十年大事记 1949-
1989》所载，淄博电热电器厂的管状
电热元件、淄博无线电二厂的整流
二极管和博山灯泡厂的微晶玻璃卫
星隔热夹板等，也为卫星上天作出
了贡献。与周村新编钟一样，它们
都是淄博的骄傲。

演奏《东方红》
周村新编钟49年前敲响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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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等卫星、看卫星成了一

代人的美好回忆，卫星上循环播放的《东方红》更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异常熟悉的乐曲。
其实，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直接听到卫星发回的声音，而是通过卫星发射信号、大型地面

站接收、广播电台转播的办法来实现的。你知道吗？49年前从太空传回的《东方红》乐曲，
是用原周村鲁东乐器厂研制的铜响乐器新编钟演奏的。

李德本
在翻找跟鲁
东乐器厂有
关的资料。

李德本
展示鲁东乐
器厂的老照
片。

蒋义东所指的照片里的编钟就是当年演奏
《东方红》用的。

蒋义东的铺子里，还放着原鲁东乐器厂生产
的大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