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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永高

在新区的河洛
文化街上 ，有 一 座
微缩的中国青铜器
博物馆。这里荟萃
了全国各地青铜器
珍 品 的 复 制 品 ，让
千年青铜文化熠熠
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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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缩的青铜器博物馆——

“复活”并传承千年青铜文化

在洛阳钟鼎，记者见到了一个青铜器
“鱼缸”，里面有一拃长的鱼儿在欢快地
游着。

“这鱼儿在这里面已经3年了。这青铜
器上的锈斑、氧化层均是原材料的恰当配比
自动生成的，而不是靠染料。”李青峰说，复
制的青铜器要被珍藏，因此，要符合室内摆
放的环保要求。十几年来，洛阳钟鼎在复制
青铜器时，从原材料上就避免了对铅的使
用。为防止一些可能潜在的有害物质对环
境的污染，还要对产品进行灭菌消毒，并进
行多次伽马射线检测，要求必须达到欧洲环
保要求。

在众多古色古香的青铜器中间，记者
还发现了多款古典和现代完美结合的青铜
器实用品：1977年湖南衡阳出土的商后期
酒器牛尊复制品，高12厘米，长16厘米，它
的造型是水牛，牛颈下饰夔（代表水神）纹，
胸饰兽面纹，并有棱脊，身躯两侧分饰有大
凤鸟（代表风神）纹；牛角及脊背为酒器盖，
饰鱼纹，上有立龙，龙首起短棱脊……

“这件牛尊青铜器真品藏于湖南省博物

馆。我们研制的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烟灰
缸。”李青峰掀开“牛尊”背上的盖子笑言。

其他如棱柱形的名片夹、屏风形笔
架、灯具等把中国传统的制作技术与
现代工艺、生活相融合、创新，在满足
青铜器的收藏和观赏性之外，增加了
实用性。

据了解，目前，由政府主导，洛阳钟鼎
牵头组建了洛阳青铜文化研究会，着手逐
步对我市青铜器的研制、开发市场进行整
合，并以钟鼎品牌为蓝本制定规范的行业
产品质量标准，培训行业技术人员，提高青
铜器整体制作水平。

谈到青铜器复制品的收藏，李家琪提
醒，要把学习书本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
合，先系统了解青铜器基础知识，初步掌
握青铜器的名称、造型、年代、常用术语，
在实践中遇到具体问题时再对照实物进
行细品。另外，多去博物馆参观长眼力，
勤与藏友交流开眼界，特别不要抱有捡漏
的侥幸心理，出手购买时，要留心查看产
品合格证、认证书等。

“复制和造假有什么不同？”记者问出了
可能不少读者都有的疑惑。

“复制不能是简单地照葫芦画瓢，甚
至拼凑、移植、臆造，而是对古代先人智
慧、心血结晶不可亵渎的重现。”李家琪
解释，造假与复制有着本质区别：造假是
以假充真图利。复制则是按照文物原
型，参照历史阶段特征，仿效制作的公开
生产活动。

我国1979年颁行的《关于搞好古代文
物复制、仿制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就明
确规定：“生产文物的复制、仿制品，一定
要认真负责，讲究质量，复制品在尺寸大
小、外形色泽所用原料(如铜、石等)要做到
与原物基本相同，达到逼真的程度。还要
标明文物的年代、出土地点、时间、复制单
位等，并加以编号。复制品的数量不宜
多，要少而精。”

洛阳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著名考古
专家蔡运章认为，复仿古代青铜器是对历
史信息的复制与再现，从中可以听到历史
的回声。

“洛阳是青铜器的故乡，它的根永远在

河洛。”李家琪说，被郭沫若称为“中国青铜
时代”大约两千年。作为灿烂的青铜文化
的载体，每一件青铜器上都印有历史的印
迹。不过，目前，许多镌刻着中华民族记忆
甚至伤痛的青铜器，躺在了异邦的博物馆
或私人藏室里。这让他内心很难受，于是
1992年筹建成立了洛阳钟鼎，专门复制青
铜器，再现中华瑰宝。

“一件好的青铜器复制品，需要精细
的测量和大量的文物考古知识。其中，原
材料配比、铭文翻录、模型制作、后期做
旧，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洛阳钟鼎副研
究员、洛阳钟铭雕塑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青峰拿起为南京博物院复制的浑天
仪说，“每一件复制器物，都要认真地测量
尺寸，多角度拍摄照片，详细计算比例，描
绘纹饰，造型出来后与原件反复对比、修
改，邀请专家评议。”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前主任、研究员、青
铜器专家雷从云先生曾这样评价：“无论从
造型艺术、纹饰还是铸造、做旧技术，洛阳
钟鼎古代艺术研究所的复仿制水平都是一
流的。”

在洛阳钟鼎古代艺术研究
所（下简称洛阳钟鼎）的白板

“ 备忘”中，记者看到不少国
家 重 点 部 门 、知 名 人 士 的 名
字，后面都附有交货日期，最
晚的已排到明年 6 月。

据该所所长李家琪介绍，
2011 年 6 月，由我省 350 余人
组 成 的“ 中 原 经 济 区 合 作 之
旅——走进台湾”河南参访团访
台期间，先后拜会了当地的知名
人士，并分别赠送了龙耳虎足方
壶、莲鹤方壶两件复制青铜器。
这两件礼品都是由洛阳钟鼎生
产的。

“这就是省博物院青铜器珍
品莲鹤方壶的等比复制品。”李
家琪拿起一件精致的青铜器说，
1923年出土于我省新郑的莲鹤
方壶是春秋时期的青铜礼器，
1998年被成功复制，此后作为国
礼相继赠给韩国、日本、印度、俄
罗斯及坦桑尼亚、泰国、加拿大
等国。

洛阳钟鼎研制仿古青铜器
已有近 20 年历史，他们将传
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力
求将古代精美的青铜器造型
和纹饰再现给世人，受到业内
人士的肯定，并被作为礼品，
赠送海外政要及宾朋。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中华
文化交流代表团赠送给澳大利亚
华人团体总会的一件兽面纹方
鼎，曾被拍得60万元。

一年一度的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上，所用的祭拜酒尊，就
是洛阳钟鼎仿制的春秋青铜
龙耳虎足方壶，共 9 件。经大
典 执 委 会 同 意 ，今 年 被 拍 得
100多万元。

（本版图片由洛阳钟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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