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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大师的锤”传下去
本报驻云南记者 肖依群 文/图

一辆单车一群好友——

在东四胡同品味慢时光
本报记者 李 雪

“老北京非遗趴”聚焦曲艺

7 月 19 日至 7 月 21 日，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迎来了一

年一度的传统节日——苗族吃新

节。其间，苗族同胞举行了盛装巡

游、情歌对唱、跳芦笙舞、篮球比

赛、摄影比赛、斗牛、斗鸡、斗鸟等

一系列文化活动。

苗族吃新节是苗族同胞为了

庆贺丰收并祈福来年风调雨顺而

举行的传统农事节日，大多在农历

七月至十月农作物收获后的时间

举行。今年 6 月，苗族吃新节被列

入贵州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

图为 7 月 21 日，凯里市三棵树

镇板溪片区举行斗牛比赛。

本报记者 赵若姝 摄

“做手艺人，和做生意人一样，心

术一定要正。”刚踏进云南乌铜走银

传习馆的大门，记者就听到了金永才

浑厚而略显低沉的声音。

金永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乌铜走银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和中国民族金属艺

术大师，也是乌铜走银传习馆馆长和

云南乌铜走银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乌铜与斑铜、青铜并称为中国

三大铜工艺技术，熔炼乌铜和乌铜走

银 是 云 南 独 有 的 贵 金 属 加 工 工 艺 。

乌铜走银的发源地在云南省红河州

石屏县异龙湖畔岳家湾村，这里的岳

姓人家是岳飞的后代。《石屏县志》中

有“乌铜以金及铜化合成器”的记载，

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也写

下“独有异龙湖，器精称乌铜”，对乌

铜走银赞赏有加。

乌铜走银出现于清朝雍正年间，

颇具传奇色彩。相传岳家人在炼铜

时不慎将金扳指掉进坩埚，很快就熔

化了。炼铜人心情大坏，夹起坩埚把

熔炼的东西倒在地上，背着手就回家

了。第二天气消了，他又回到炼铜的

炉房，刚好阳光从破陋的房顶照射在

炉铜上面，反射出五光十色的光线。

于是，他拿了一块，打造了一件东西

摆在做工台上，本意是提醒自己以后

做事要小心。不想这个东西的色彩、

亮度与其他的合金铜都不一样，乌铜

就此诞生。

金永才的师父李加汝十六七岁

时开始在昆明银楼当学徒，后到石屏

土司家的银楼做伙计，得到了乌铜走

银配方。“文化大革命”期间，石屏乌

铜走银最后一位岳姓传人的乌铜走

银配方丢失，至此只剩下李加汝手里

的一张配方。

上世纪 70 年代，金永才开始跟随

李加汝学习乌铜走银手艺。1982 年，

金永才正式拜李加汝为师；1996 年，

师父把配方传给他。金永才说：“那

是一张发黄的信笺纸，上面写着乌铜

走银的技术、流程等，这是乌铜走银

的命脉。”回忆起师父将配方传给他

的场景，金永才记忆犹新：“那年师父

生病，我送他去医院看病，回来后他

叫我去他家。按照习惯，我给他泡好

了茶，他把柜子上的马蹄钟挪到桌子

上，说给我拿一样东西，让我 15 分钟

之内把它记下来。我知道是配方，但

拿过来一看我就蒙了，因为只上过一

年学的我认不全那些字。但我马上

冷静下来，记住了纸上图画和文字的

样子。15 分钟后，师父将写有配方的

纸放在煤油炉上烧掉了。”

据了解，乌铜走银制作技艺分为

炼铜、打片、放样、下料、錾刻、走银、

成型（组装）、打磨（抛光）、焐黑 9 道工

序。炼铜多在晚上进行，一是要凭着

夜光靠眼睛掌握火的温度，二是深更

半夜大家都睡觉了，没有人偷学。錾

刻、走银等工序都是技术活，打片则

是技术加体力活。打片的技术含量

很高，靠的是锤头功，没有十年八年，

锤头功是过不了关的。

除了炼铜和走银以外，乌铜走银的

其他工序已可以使用机器，但金永才坚

持纯手工制作。他说，纯手工做出来

的器物每一件都是独特的，用机器做

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另外，纯手工

的东西可以表现人的情感或内心的想

法，机器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金永才的公司叫云南乌铜走银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共 14 个字。金永

才准备收 14 个徒弟，按照传统，每个

徒弟赐一个艺名，就用公司名称的一

个字，比如大徒弟叫金云，二徒弟叫

金南，三徒弟叫金乌……以此类推。

截至目前，金永才一共招收了 12 个徒

弟。金永才说，如果身体可以，到 80

岁时再收两个关门弟子，总共 14 个徒

弟就圆满了。

金永才希望依靠他们继承乌铜

走银制作技艺，并把它发扬光大。乌

铜走银这门绝艺不仅属于他个人，眼

下，当务之急是要保证它不单传、不

失传。多年以来，金永才一直在对徒

弟进行考察，通过各种方式教导他们

手艺人心术要正。金永才不但设计

制作乌铜走银精品，也致力于把他的

徒弟打磨成“精品”。

目前，金永才乌铜走银制作、经营

场所集中在昆明市官渡古镇和经济开

发区。在官渡古镇有一座乌铜走银传

习馆、两座“金李记”银楼和一所培训学

校，经济开发区是乌铜走银作坊所在

地。官渡古镇是昆明市著名旅游景区

和云南省特色小镇之一。“金李记”的

“金”指金永才，“李”即李加汝，金永才

以此命名来表示对师父的感恩与怀念。

“金大师”现已成为一个品牌，在

产品开发方面，近年来致力于创新设

计价格能被大众接受的文化旅游产

品 。 比 如 乌 铜 走 银 吊 坠“金 大 师 的

锤”，锤是乌铜走银制作技艺中最有

代表性的工具，“金大师的锤”是按照

李加汝用锤的样式制作的。李加汝

去世后，这把锤传给了金永才。金永

才收徒弟时，在拜师仪式上也会给每

个徒弟一把锤，锤成为传承乌铜走银

制作技艺最具象征意义的载体。

本报讯 （记者胡克非）7月19日，

作 为 2019 年 国家图书馆“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讲 座 月 ”的 收 官 活

动，“第三届老北京非遗趴——了不

起的曲艺”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与前两届均取材 于 传 统 手 工

技 艺 不 同 ，本 届“老 北 京 非 遗 趴 ”

首 次 聚 焦 曲 艺 艺 术 ，国内知名曲

艺表演艺术家、传承人、研究学者

出席本场活动，集中展现了单弦、

快板、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京东大

鼓、西河大鼓、北京琴书、北京评书

等曲艺门类。老中青少四代传承

人同台献艺，名家名作异彩纷呈。

活动延续了“老北京非遗趴”一贯

的轻松活泼风格，通过曲艺展示、

专家点评、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

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曲艺艺术的“了

不起”。

除 了 曲 艺 演 出 ，本 场 活 动 还

特别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

究 所 研 究 员 蔡 源 莉 担 任 点 评 嘉

宾 ，向 大 家 普 及 曲 艺 知 识 ， 让 观

众 对 曲 艺 有 了 更 深 一 步 的 了 解 。

此 外 ，为 了 让 公 众 对 曲 艺 有 更 直

观 的 感 知 ，第 三 届“ 老 北 京 非 遗

趴 —— 了 不 起 的 曲 艺 ”还 设 立 了

具 有 沉 浸 式 体 验 感 的 展 厅 ，公 众

可 在 现 场 体 验 曲 艺 表 演 舞 台 实

景 ，近 距 离 观 察 曲 艺 表 演 所 使 用

的 特 色 乐 器 ，并 与 表 演 嘉 宾 进 行

面对面的互动交流。

据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讲座月”是国家图书馆于每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推出的知名

活动品牌，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和国家图书馆共同承办。今年“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丰富多

彩的活动，集中展示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丰富内涵，发挥了图书馆在

非遗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

得尔图）7月 22日，鄂托克旗蒙古秘

史博物馆落成并向社会开放。该

馆由序厅、中央可汗厅、曲雕厅、书

海厅、纳忽厅、斡难厅 6 个展厅和伊

金广场组成，共展示各类文物、艺

术品、书籍等 2676件。

作为以世界名著《蒙古秘史》

为主题的博物馆，鄂托克旗蒙古秘

史博物馆系统展示了《蒙古秘史》

的原始资料、相关文献资料，珍藏

了成吉思汗金币、元代画押、八思

巴文铜钱等重要文物 211 件，陈列

了由中蒙 30 多位画家绘制的《蒙古

秘史》系列油画作品和 13 种《蒙古

秘史》系列艺术品，将一部典籍用

多种载体、多种工艺艺术再现。

《蒙古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

史学著作，记载了一代天骄成吉思

汗的先祖谱系和他本人一生的业

绩，同时也记载了窝阔台汗统治时

代的历史。这部罕见的史学著作，

生动描绘了古代蒙古社会生产活

动 、组 织 机 构 、氏 族 变 迁 、部 落 战

争、社会心理、民间习俗等诸多方

面，又使其成为古代蒙古社会历史

的百科全书。

鄂托克旗蒙古秘史博物馆的

建成开放，对弘扬和传承保护优秀

历 史 文 化 、进 一 步 完 善 鄂 托 克 旗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提 升 博 物 馆

集 群 效 应 、丰 富 群 众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也 将 成

为社会各界了解鄂托克历史文化

的 新 阵 地 、当 地 宣 传 展 示 鄂 托 克

形象的新名片。

走进藏在北京东城区东四四条

77 号的东四胡同博物馆，仿佛打开了

老北京人的记忆匣子，徜徉在垂花门

影壁墙装点的三进四合院，看着来自

周边居民收藏的亲切的老物件，听着

耳机里传来的地道叫卖声，到访这里

的“老北京”不禁怀念起在胡同度过

的年少时光。

7 月 24 日，由首创经中（天津）投

资有限公司主办，东四街道办事处协

办的以“宝藏东四，骑妙之旅”为主题

的东四胡同博物馆复古骑行大会让

胡同热闹了起来。几十名时尚文青

聚集在这里，等待和伙伴们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骑行。

复古骑行活动发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位于北英格兰的一个骑行俱乐

部以复古英伦着装为主题发起骑行

活动。2009 年，伦敦举办了第一届正

式的复古骑行，参与者穿上英伦粗花

呢套装，骑着经典复古款自行车，体

验时尚优雅的休闲慢生活，并很快带

动了全球范围的风潮。

为充分体现复古骑行这一元素，

主办方特意集聚了几款老式复古车

供活动使用，众“骑士”换上心仪的复

古服装，在化妆师的帮助下变装成符

合服装年代的发饰和妆容。东四胡

同博物馆的志愿者寇安也为大会赞

助了已传承三代的老式自行车。

本次骑行路线全程约 70 分钟，从

起点东四胡同博物馆出发，途经崇礼

宅、车林巴部郡王府、王敏彤故居 3 个

打卡站，每站均安排了讲解人员为骑

行者讲述胡同文化，让大家了解胡同

文化的精髓。

“为什么叫‘宝藏东四’？因为东

四保留着老城最典型的院落与街坊

生长模式和完全的‘鱼骨’式肌理，其

中东四三条至八条的胡同肌理自元

代形成至今几乎完整保存，并留存着

大量名人故居，是第一批中国历史文

化街区。在 1.53 平方公里的东四地

区，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处、市

级文物 1 处、区级文物 5 处、普查登记

文物 11 处。”东四街道办事处主任张

志勇自豪地说，“东四还有一个宝贝

就是胡同里的人，这里的居民见证着

老城的历史和发展，是胡同至今充满

活力的重要原因。”

一路骑行看什么？对东四了解至

深的张志勇支招，胡同看的就是四合院

和门楼。俗话说“千金门楼四两屋”，门

楼是一座建筑的脸面，彰显着主人的社

会影响力及地位。3个打卡站也有诸多

故事可说，其中的崇礼宅是国保级四合

院。“希望骑手细细品味，内心会自然而

然产生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他说。

本次复古骑行大会引起参与者

的强烈共鸣。骑手完成骑行线路返

回东四胡同博物馆后，主办方给他们

颁 发 了“ 东 四 胡 同 文 化 守 护 员 ”聘

书。一位骑手表示：“这次骑行让我

对胡同文化有了新的认知，这张薄薄

的聘书象征的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

命，我将不遗余力地感召身边更多年

轻人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守

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7年，首创集团与东城区政府共

同启动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首个启动点——

东四胡同博物馆的修缮升级改造。

2018 年，东四胡同博物馆开馆，

免费面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组建了

志愿者团队，为参观者提供免费讲解

服务，讲解员包括当地居民、大学生、

古建筑学者等，其中最年长者已有 80

岁，他们的讲解融入了对北京胡同文

化的深刻理解。此外，博物馆通过不

间断地为参观者放送精彩的东四文

化展览，输出各类文化体验活动，打

造传统文化精品课，向公众传递北京

胡同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复古骑行

大会为起点，东四胡同博物馆还将不

断呈现文化盛宴，如以“古韵今风·胡

同文化觉醒计划”为主题的北京设计

周设计之旅系列文化活动等，打造东

四地区的文化交流地标。

鄂托克旗蒙古秘史博物馆开放

暑假期间，河南巩义市博物馆以“弘扬传统拓印技艺”为主题，

在展厅内开辟文化遗产体验区，让参观博物馆的观众免费体验传统

文化技艺。其中，石刻拓印体验活动受到广泛欢迎。

体验区为参加活动的观众准备了拓印工具以及宣纸、墨汁等，

由博物馆专业人员负责现场教学，手把手教大家免费学习拓印技

艺，讲解拓印的历史源流和重要作用。活动激发了观众学习和了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也充分发挥了博物馆作为市民文化活动

场馆的重要职能。观众通过体验传统拓印技艺，感受到动手的乐

趣、体会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驻河南记者 陈关超 摄

本报讯 （驻四川记者付远书）

近日，2019 年城市考古发掘技术和

遗址保护技术培训班在四川成都

举办。本次培训由国家文物局、四

川省文物局指导，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主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协

办。来自全国的城市考古与遗址

保护领域的 50 名专业人员参加培

训，通过理论课、研讨交流和实地

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了解、掌握城

市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方面涉及

的知识、技术和方法，提高政策理

论水平、业务素养和管理能力。

培训班邀请中意两国城市考

古与遗址保护方面的专家，结合中

意城市考古与遗址保护实例讲授

优秀城市考古工作方法与先进的

遗产保护技术，包括“威尼斯宪章

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建筑遗址

病理检测与保护技术”“空间分析

技术在城市考古中的应用”“考古

现场出土遗存应急处置保护”“意

大利城市考古发掘技术”“意大利

遗址保护与修复案例”“文化遗产

的活化利用与传播”等课程。

2018 年 9 月，四川省文物局与

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签 署 合 作 协 议 。 根 据 协 议 ，四 川

省与意大利文博机构考古和遗产

保 护 专 家 团 队 将 定 期 互 访 、考 察

并 共 同 组 织 高 水 平 的 学 术 研 讨

会 或 联 合 工 作 会 议 ，加 强 双 方 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及 考 古 领 域技术、

方法、经验的分享和人才培养，推

动博物馆之间的文物展览交流与

合作。

2019年城市考古发掘技术
和遗址保护技术培训班举办

参与者穿上复古服装在胡同中骑行

金永才指导徒弟传习乌铜走银制作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