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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77 岁的方兴
庆倚着墙根晒太阳。抛光机
和电焊发出吱吱的声响，扰
了他的清静。

这声响来自身后的仿古
青铜器作坊，已伴随了烟涧
村一二十年。

东汉马踏飞燕、东周天
子驾六、战国方鼎、春秋莲鹤
方壶……一件件仿古青铜器
从烟涧村的家庭作坊走出，
销往全国及多个国家。

身材消瘦的方兴庆，是烟
涧村的“青铜器之父”，是仿古
青铜器的创始人，村民们说，
是这个当年倒卖古董的人，无
意间改变了烟涧村的命运。

方兴庆最早从仿造古铜
镜起家，进而引来全村三分
之一的农户效仿。烟涧村距
洛阳市区约 70 公里，村民
3700 多人，近 1000 户。鼎盛
时期，村里有300多家仿古作
坊，能做1000多种青铜器。

作坊主们相继盖起了小
楼，开上了轿车。部分作坊
从民宅搬进工厂。烟涧村成
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这些仿古青铜器中，有
的被以工艺品出售。也有难
以计数的“烟涧造”，曾经或
正以很高的身价，成为文物
收藏者的“至宝”。

银匠、木匠和古
董贩子

一个古董贩子、一

个银匠和一个木匠，走
到了一起。这个三人

“科研小组”，后来带动
了一个村的产业

方兴庆上了年岁，仿造青
铜器的手艺也撂了十几年了。
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行当。

人聪明、手巧，懂赚钱的
道道。方兴庆是村里的精明
人，也是几十年前村里的有
钱人。

上世纪 70 年代，当村里
人还在吃大锅饭，因为少记
了一两个工分而愤懑时，方
兴庆已做起了一桩秘密生
意，倒卖古董。

那个年头，倒卖古董一
旦被抓到，轻也得进牢狱。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次
偶然，方兴庆收来了一面残
破的青铜古镜。为了卖出价
钱，他要修好它。

刘克铎是村里的老银
匠。造银器，修残补缺。这
一次他要跨界，修一次铜器。

方兴庆和刘克铎花了很
大 力 气 ，边 研 究 边 修 复 铜
镜。这时候，他们想的不再
是倒卖古董，而是仿造。

路治群是个木匠，当年
只有十八九岁。虽然历史的
时间表进入了改革开放，但
他每天的工资仅两块钱，是
重体力活。

他等来了方兴庆。
方兴庆拿着修好的铜

镜，想让路治群在木头上抠
出个铜镜模子。同样一块古

铜镜，哪怕是晚清仿制品，
“你卖给我赚一两百，我卖给
他还赚一两百，不行咱们做
一个试试”。

一个古董贩子、一个银
匠 和 一 个 木 匠 ，走 到 了 一
起。他们也没想到，这个三
人“科研小组”，后来带动了
一个村的产业。

秘密工作开始了。
关门、上锁，躲进红薯窖

里，烧炉也在晚上。
方兴庆认为，造铜镜，源

于他的聪明，“一看就懂，一
学就会”。巴掌大的铜镜也
没有太多纹饰和工艺。第一
块铜镜仿造了出来。

那时没有抛光机和气
焊，打磨铜镜全凭手工。工
具是锯条和细砂纸。“要打磨
好几天。”方兴庆说，当时一
年造不了十几个，一个的卖
价不过七八元。

仿古，最关键的是作旧，
也就是给新铜上锈。

硝酸能使铜溶解，化肥
能让金属生锈。“科研小组”
的理论精髓里，一半是手艺，
另一半是务农经验。

方兴庆做锈的方法不繁
琐。先在铜镜上抹一层硝
酸，然后塞进叫碳铵的化肥
里。三五天后捞出来，铜镜
上生了一层蓝色的锈。接下
来，用混合调制的酱油醋喷
洒，或在泥汤子涮一下，锈就
变成了绿色。

也有村民见到，有人将
仿品丢进过粪坑浸泡，以此

上锈。

假货当真古董卖

方 兴 庆 曾 将 仿 制
青铜器悄悄埋到地下，
再当着古董贩子的面
挖出来

铜镜仿制完成后，方兴
庆他们遇到了第一桩买卖。
两名男子被引进了方兴庆的
大门，对方是许昌市神垕镇
人，在广东做生意。

对方很爽快，方兴庆和
路治群每人卖了两块铜镜。
两人各得钱五六百元，这相
当于路治群一年的工资。

“那时候都是按真古董
卖。”方兴庆说，那时的古董
贩子也不一定真懂门道。两
三块钱的青铜镜，不出村也
能卖大价钱。

直到现在，方兴庆还称，
亲 戚 家 里 有 真 古 董 ，卖 7
万。他说，引荐卖货，给中间
人分成的做法，他多年前就
用过。这被人称为“做局”。

方兴庆有被警察抓的
经历。

他假货真卖的仿制品，
古董贩子买走后又转手卖
给下一个古董贩子或收藏
者。在这种交易被警方抓
获后，顺藤摸瓜，就找到了
方兴庆。

翻模上锈 烟涧村假青铜化身“真古董”
洛阳烟涧村高仿青铜器已形成产业链，有产品被当文物贩卖；村民钻研“技艺”并因此致富

在
近日民间发布的“地下作旧产业调
查”中，洛阳烟涧村，以青铜器制假
重灾区“亮相”。

从普通村庄到著名造假村，烟涧村的命
运，是被一面古铜镜无意间改变。当年有人
拿它翻模，让一件现代仿品完成了几千年的
穿越，也因此带动了一个村的“产业”。

从仿造铜镜到几千斤重的方鼎，参考
画册让千件青铜器“复生”，烟涧村以高仿
青铜器换得了富裕。不过，“烟涧造”始终
笼罩着假文物的影子，徘徊在古董行和工
艺品之间。

□本报记者 孟祥超 河南洛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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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烟涧村，一名工人在制作青铜器。（资料图片） A11-A12版摄影/罗岩

3月31日，一名工人在查看即将完工的青铜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