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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访 本报记者 双红

如今已进耄耋之年的李安民曾在大同市金
属工艺总厂工作过 20 多年，从 1984 年到 1995 年
任该厂厂长。作为厂里的主要负责人，他为企业
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作为铜工艺的创新者，
他将大同铜器制作融入当代，使传统技艺与现代
生活相得益彰，适应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和实用需
求，开创了大同铜器业发展的新局面。近日，记
者采访了这位坚守 40余载的铜艺匠人。

出生于 1941 年 3 月的李安民是河北省保定
市顺平县北大悲村人。17 岁时离开家乡来大同
投亲，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市矿山机械厂当学
徒，在之后的 20 年间，他曾调动过五六家与机械
有关的单位。无论在哪个单位哪个岗位上，李安
民都兢兢业业、勤奋好学，曾干过车、钳、铆、电、
焊等多个工种，也因此由一名学徒工一步步走上
管理岗位。1978 年，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
示，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第一个大同铜
器专业工厂——大同市铜器厂（次年改名为大同

市金属工艺总厂）筹备建厂。根据组织安排，他
被调任该厂任副厂长，负责工厂的创建、新产品
的研发和销售等工作。时年李安民 37 岁，踌躇满
志的他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满怀信心，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
当，立志书写大同铜器业继往开来的新篇章。

李安民回忆说，1978 年刚建厂时，78 名职工
的积极性很大，大家都对生产出铜火锅的愿望很强
烈。为了开发铜火锅新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他
积极组织老艺人建言献艺，发挥老艺人的技艺才
华。同时还拜师张文德、麻寿才学艺，带领职工发
挥艺人的集体智慧，大胆地创新生产出多种名牌铜
火锅产品。受到顾客与社会的好评。钓鱼台国宾
馆还专门派人来同到厂里定制了一批铜火锅。

通向成功的道路是艰难的，李安民与工人们
决心走到底。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他们大

胆创新，由一锤锤敲打改用冲床冲压，手工錾花、
铜焊成型、摆锡等几十道工序逐步实现了半机械
化生产。与此同时，工厂设计人员借鉴和吸收大
同众多文物古迹元素，錾刻在铜器制品上，图案
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李安民说，铜匠技艺完成产品的器与形，雕
錾技艺给铜制品赋予美丽且极富文化内涵的外
表。一块貌不惊人的铜片，经过常人看似平凡的
反复敲打，变化出不同形状的器皿，生发出瑰丽
的艺术之美。“铜曾是大同这座千年古城重要的
城市元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世世代代的铜
匠艺人不懈努力，谱写了他们对传统技艺的坚守
与传承……”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原材料价格的猛涨和工
艺传承的断链，以铜火锅为代表的大同铜器开始
衰落，大同金属工艺总厂随之停产关门。“厂子倒

了，手艺不能丢。”厂子倒闭两年后，已经退休的
李安民自筹资金，联合原来厂里的几位老匠人，
在自家小院里开了铜匠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他们在城市的角落里苦守着铜艺香火。2002 年，
大同市城区天艺昌工艺品厂成立。2010 年，李安
民结束了“铜匠铺岁月”，终于有了个像样的工作
场地。2014 年，大同铜器制作技艺成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7 年 3 月，李安民荣
获“山西省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2018 年，李安
民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大同铜器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富有节奏地击穿城市的
喧嚣，跳动的炉火亲密地拥抱熔铸着金黄色的金
属，千百年间，这敲击声在古城大同从未中断，炉
火始终未熄……只为守护属于这方土地的荣光
——大同铜艺。

大同铜器制作的“ 守”艺人
——访原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厂长李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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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大同药企勇闯新路
——访原大同第二制药厂党支部书记陈伯华

企业大事记
1978年 1 月，大同第一个铜器专

业工厂——大同市铜器厂成立，同年，
大同市铜器厂生产的铜火锅被评为

“山西省信得过产品”。
1979年 1 月，大同市铜器厂更名

为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同年，大同
市金属工艺总厂生产的铜火锅被评为

“山西省优质产品”。
1979年 8月 16日，大同市金属工

艺总厂副厂长、老铜匠乔占财光荣出席
了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
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1年，华北军事演习采用大同市
金属工艺总厂生产的铜火锅宴请宾客，厂
长李安民应邀观摩了华北军事演习。

1982 年，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
“云冈”牌工艺铜火锅被轻工部评为优
秀新产品。

1983 年，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
“云冈”牌 H18 型酒精铜火锅、H27 型
铜火锅被评为“山西省优质产品”。同
年，“云冈”牌 H18 型酒精铜火锅还获
得国家经委颁发的“优秀新产品奖”。

1984 年，钓鱼台国宾馆建馆 25
周年，在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定制了
仿古铜镜作为纪念。同年，在全国工
艺品第四届“百花奖”评审会上，大同
市金属工艺总厂生产的微型工艺铜火
锅获轻工业部创作设计新产品一等
奖，获得景泰蓝希望杯，同时获国家经
委颁发的优秀新产品金龙奖。

1985年，微型工艺铜火锅被评为
轻工部优质产品。铜酒具获得全国铜
工艺品三等奖。“云冈”牌商标被评为
山西省著名商标。

1986年，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镀
银宫廷餐具和工艺镀银鱼锅被评为

“山西省优秀新产品”。同年 7 月 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
将军参观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

1987年 7月 21日，轻工业部副部
长季龙参观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

1988年，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为
山东曲阜孔府饭店定制满汉全席餐具。

1990年 7月 14日，全国政协副主
席谷牧参观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

1992年，厂长李安民作为工商联
代表参加了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受
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98年，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为
日本书法家协会定制一批铜墨盒。

2008 年，大同古城保护与修复工
作开始，市政府规划占用工厂场地。

2010 年 10 月，大同市金属工艺
总厂进入破产程序。

大同铜器是这座古老城市的记忆和文化名片大同铜器是这座古老城市的记忆和文化名片，，是世代传承的瑰宝是世代传承的瑰宝。。上世纪上世纪 7070年代末年代末，，我市有这样一家我市有这样一家
企业企业，，它在大同铜器行业发展历史中它在大同铜器行业发展历史中，，曾书写过浓墨重彩的一笔曾书写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是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它就是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

擦亮“ 铜”字招牌 辉煌錾刻进时光

辗转联系了多位原大同第二制药厂的负责
人，但因各种理由未能实现采访，这几位负责人
表示，在大同第二制药厂负责人的位置较短，很
多具体情况恐难以说请，婉转拒绝多谈。事后得
知，一度时期，大同制药厂的负责人确实更换频
繁，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企业的正常运营发展带来
影响。当电话采访在广州与儿子一同生活的原
大同第二制药厂党支部书记陈伯华时，他很认真
地对大同第二制药厂的辉煌与衰落的原因进行
了深入探讨。

今年 67 岁的陈伯华于 1987 年从部队转业来
到大同第二制药厂担任党办副主任，后担任厂党
支部书记，于 2001 年在大同第二制药厂改制后离
开。陈伯华说，1982 年从原大同制药厂分离出来
的大同第二制药厂，很快便开创了属于自己的辉
煌，归口省医药管理局的大同第二制药厂实行统
购统销统产，由厂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管理机
制很好地顺应了当时的市场环境，主要生产销售
粉针、水针、片剂、胶囊、冲剂和栓剂等六大剂型
数十个品种，产品行销全国。

陈伯华说，他于 1987 年来到大同第二制药厂
的时候正是辉煌时期，企业为省医药管理局直
管，厂址位于市中心，生产效益良好，管理正规，
生产正规，人气很盛。在富有改革意识的时任厂
长王卫东带领下，企业规模不断做大，大力开展
对外合作，成立了下属企业同领药业公司、同振
药业公司等，其中，同领药业公司就在大同第二
制药厂院子里成立，与马军营乡合作成立分厂、
原料厂等。后来王卫东调任太原制药厂之后，由
于种种原因，大同第二制药厂的发展也逐渐显现

颓势。
陈 伯 华 分 析 说 ，虽 然 是 厂 长 自 主 经 营 ，但

很多事情其实做不了主，企业归省医药管理局
统 管 ，由 省 局 进 行 生 产 调 控 。 在 他 的 记 忆 中 ，
经 常 在 一 个 星 期 内 ，厂 长 、经 营 厂 长 、生 产 厂
长 、党 务 厂 长 去 省 里 开 会 ，厂 里 经 常 找 不 到 相
关负责人，而开会往往又解决不了问题。而且
厂 领 导 频 繁 更 换 ，也 对 生 产 经 营 产 生 一 定 影
响 。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初 ，大 同 第 二 制 药 厂 适 应
当 时 市 场 环 境 ，提 出 抓 大 放 小 ，国 退 民 进 。 出
于改革发展需要，将粉针、原料、片剂车间承包
给个人，从那时起厂里的管理与经营便逐渐走
下坡路。陈伯华当时分管保卫工作，直观的感
觉 就 是 过 去 很 少 发 生 的 偷 药 行 为 不 断 增 多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企 业 面 临 的 问 题 日 渐 增 多 ，
积 重 难 返 ，发 展 乏 力 。 在 2000 年 之 后 ，将 大 同
制药厂进行拍卖，由原二药厂下属的分公司同
领药业公司收购，由国企成为民营企业。陈伯
华 说 ，大 同 第 二 制 药 厂 职 工 最 多 时 1200 多 人 ，
改制时有七八百人，改制后工人都得到很好的
安 置 ，几 乎 全 部 进 入 同 领 药 业 继 续 工 作 ，保 障
了工人的就业与生活。

采访的最后，陈伯华颇为感慨地说，大同第
二制药厂从辉煌走向没落，有许多市场的必然因
素。当时的大同有制药厂 30 多家，大多重复生
产，没有更多的新产品，效益不佳，需要通过贷款
发工资，面对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必然要有所淘
汰。通过改制，真正实现自负盈亏，也很好地安
置了工人。如今，大同的医药行业发展依然蓬
勃，不少医药民营企业以灵活的发展机制更好地
适应市场，这是时代的选择。祝福大同的制药企
业一如既往延续曾有的辉煌，为大同经济发展添
油助力。

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是大同第一个铜器专
业工厂，该厂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大同市首家对外
旅游开放企业，从 1978 年建厂到 2010 年 10 月进
入破产程序，20 多年间，铜工艺产品达到了 25 个
系列、235 个品种、458 个花色，畅销全国 23 个省、
市、自治区，并外销英国、美国、法国、日本、香港、
澳门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颇有特色的
大同铜工艺火锅产品更是供不应求，曾获得国家
工艺美术“百花奖”、全国旅游产品“金奖”、轻工
部“优质产品称号”等多项殊荣。

历史悠久的大同铜器

大同铜器是一种古老的特色传统手工艺品，
历史悠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久负盛名，具有
很高的实用价值、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历史上
就有“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里买铜”之说。从大
同发掘出的历史文物中证明，远在秦汉以前大同
已有铜器制作。北魏在平城建都后，铸铅、制铜
以及打造金银首饰等手工艺行业极为兴盛。唐
宋 以 来 ，大 同 铜 器 已 在 全 国 畅 销 ，并 有 海 外 贸
易。元代大同手艺人能铸造生肖、大明镜等铜制
品。明代大同制造的铜火铳、虎头战车等火器，
在作战、防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铜八仙、铜香
炉等铜器也已在民间普及。元初，大同人为抵御
塞上寒冷，制作了铜火锅（在此之前的火锅是指
火 炉 上 架 汤 锅 ，铜 火 锅 是 将 铜 与 火 炉 融 为 一
体）。铜火锅既可在逢年过节合家团聚或宴请宾
客时，围锅进餐，或涮羊肉，热气腾腾、味美趣生，
还 可 作 为 陈 列 品 置 于 居 室 ，明 光 锃 亮 、华 丽 大
方。很快铜火锅传入宫廷成为贡品，登上大雅之
堂。清末民初，大同铜火锅已在全国盛行。正如

《大同县志（民国稿）》记载：“大同虽非产铜区，而

铜制品向颇著称，物美价廉，多销往蒙古、阿富
汉、西欧等地方。其大宗售品有铜锅、铜壶等物，
尤以工艺火锅为最。自平绥路通车，中外游人旅
客咸乐购置，往往用作馈赠，其销路愈畅，出品愈
多，故手艺业中，铜工最为独步。”过去，大同民间
家 家 户 户 都 乐 意 使 用 铜 器 ，种 类 繁 多 ，琳 琅 满
目。大同人的饮食习惯中有句谚语称“冬涮羊肉
夏旋粉，四季火锅羊头拌粉”，涮铜火锅成为大同
人的一道特色饮食。

第一个大同铜器专业工厂建厂

1973 年 9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前总
统乔治·让·蓬皮杜来大同访问，大同市以“九龙
奋月”铜火锅为国礼馈赠，该工艺铜火锅由当年
的大同市内燃机配件厂铜器车间艺人精心设计
制作，以大同九龙壁为图案，采用镶嵌、浮雕与勾
线 相 结 合 的 传 统 工 艺 制 成 ，构 图 洒 脱 ，布 局 匀
称。锅身九条银龙腾云驾雾，锅盖镶嵌银花栩栩
如生，火筒盖上的卧龙根根龙须活灵活现，锅座、
底盘各色图案神态飘逸……整个火锅珠联璧合，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博得法国贵宾交口称赞。
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对省、市领导指示：“传统
工艺一定要想法保持下来，而且要推陈出新、不
断进步。你们的铜火锅不仅是餐具，而且是艺术
品，要加以研究，提高工艺，推广出去！”

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继承和发展铜
工艺生产，以满足人们对铜器产品的需求，我市
研究决定恢复大同铜器的生产，在原大同市内燃
机配件厂铜器车间的基础上，1978 年正式成立大
同市铜器厂，次年改名为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
隶属于大同市第二轻工业局，厂址在原大同市南
仓街 9号（即善化寺西侧）。

书写大同铜器制作技艺辉煌一页

当年的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占地面积 6000

多平方米，工厂的大门门楼用古色古香的金黄琉
璃瓦盖顶，红色的门柱上悬挂着由当代著名书画
家范曾先生为该厂题写的厂名。厂区里绿树红
花，是一座花园式的工厂，伴随着机器的隆隆声
与錾花工人叮当作响的敲打声，宛如奏响了一曲
铜管交响乐。

员工是企业的第一资源。大同市金属工艺总
厂成立后，首先在分配制度上大胆改革，将固定工
资制改为计件工资制，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
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的工人月收入可达千
元以上，在当时大同市企业中非常罕见。

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原大同市内燃机
配件厂铜器车间没有机械设备，沿用传统手工敲
打的工艺技术，产品单一，只有铜壶、铜锅等产
品，生产条件十分落后，产量极低。大同市金属
工艺总厂成立后，以创新为魂，发动工人和技术
人员大胆创新，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采用
新工艺、新技术，通过新技术革新提高效率，逐步
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

打造拳头产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如果没
有錾花工艺，素平无饰的铜火锅就是百里同风俗
的通用炊具。錾花使铜火锅由炊具成为工艺品，
具有地方传统的图案纹饰形，诸如锅身、火座、底
盘、小盖，才真正将大同文化及其审美趣味刻入大
同铜火锅。1980 年后，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成功
开发了各种刻花、雕花系列工艺铜火锅产品，“云
冈”牌铜火锅连续几年被评为山西省优质产品、山
西省信得过产品。

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内外市场

由于质量优、牌子响，该厂的铜工艺产品成为
国内外市场的抢手货。1988 年，该厂为山东曲阜
孔府饭店定制满汉全席餐具就是其中一套精美绝
伦的铜工艺产品。该套餐具总数达 404 件，可上
196 道菜，有的器皿打造成瓜、果、蔬菜、鹿、禽、鱼

的形状，称为鸭池、鱼池等，使器皿与实物造型、花
纹相辅相成，同时，在器皿上还题刻甲骨、篆书、行
草等字体的吉祥词语及古诗词名句，增添餐具的
美感，提高了档次。每套餐具分三层，上有盖，中
放菜肴，下放热水碗盆用以保温。这套富丽堂皇、
造型别致的餐具，全部用手工打制，錾刻镶嵌，餐
具表面镀银，内壁涂高锡，精美绝伦，让人赏心悦
目。作为原国家旅游局命名的“全国旅游商品定
点生产企业”和大同市对外开放旅游单位，厂里设
有近 200平方米的外宾接待室，里面陈列有各种铜
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来自全国各地及世界各个
国家的游客来大同旅游时，大都前来该厂参观，并
购买铜工艺品留作纪念或赠送亲友。

在 20 世纪末的改革大潮中，大同手工业企业
由于工业装备落后，工艺陈旧，技术含量低，产业
素质差等诸多原因，纷纷下马倒闭。大同市金属
工艺总厂因原材料价格猛涨等各种原因，于 1998
年停产。2008 年，大同市进行古城保护与修复，
市政府规划占用工厂厂地。2010 年 10 月，该厂
进入破产程序。在大同市金属工艺总厂停产、破
产期间，原任厂长李安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自
筹资金筹建了大同市城区天艺昌工艺品厂至今，
培养了 10多名新一代工艺人才。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安民和他的团队延
续着大同铜器工艺生产，用坚守换来了大同铜器
制作的重生。尤其 2016 年 12 月受大同日报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由李安民与其子李旭东等

“天艺昌”27 名工匠制作的大同纯手工传统环保
巨 型 木 炭 铜 火 锅（可 供 千 人 同 时 用 餐），作 为

“2017 年古都灯会”王府升锅宴专用火锅，获颁吉
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这是大同市获得的第一个吉
尼斯世界纪录荣誉。目前，李安民的团队运用传
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生产制作的大同铜器
包括八大系列、200 多个品种、350 多个花色，为大
同铜器行业描绘着更为广阔的未来。

当记者伫足魏都大道大同儿童公园对面
时，看到这里已是格外繁华的城市中心区，并列
着数家民营医院，路旁的药店似乎也比其他街
区密集，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曾与医药行业有
着密切的关联。从上世纪 40 年代到新千年前
后，这里一直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制药企业所在
地，从日据时期的“和合药厂”，到大同和平解放
后建成大同麻黄素厂，后更名为大同制药厂，再
到 1982 年原厂分为两厂，这里更名为大同第二
制药厂，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发展历史，直到
新千年后逐渐因市场因素走向衰落停产。这片
曾经生产过从多知名药品的厂区，如今已经难
觅踪迹，成为一片繁华的城市生活区，只有新兴
的民营医院和多家大药房，将这里曾经关于医
药的历史脉络传延。

大同第二制药厂厂区始建于 1942 年，为侵
华日军为掠夺大同的麻黄资源而兴建的“合和
药厂”，因大同的自然气候条件，当年大同及周
边地区有着丰富的麻黄草资源，“合和药厂”主
要生产麻黄素粗品，麻黄素年产量达到两吨，全
部作为战略物资被运往日本。解放后，在原址
上兴建大同麻黄素厂，并于 1958 年更名为大同
制药厂，同时，在大同市南门外筹建新厂。1960
年，麻黄素和皂素两车间搬迁至新厂，原址生产
制剂产品，1982 年 1 月，原厂分为两厂，在原大

同制药厂制剂厂区挂牌成立大同第二制药厂，
与大同制药厂同属山西省医药总公司直接领导
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全厂共有四个生产车间，一
个机动车间。据当年资料显示，建厂初期，共有
职工 917 人，全年工业总产值 3000 万元，固定资
产达 737万元。

全新成立的大同第二制药厂很快展现出强
劲的发展态势，成为山西省先进企业，是省内最
大的综合性药品制剂企业。依托原大同制药厂
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生产制剂产品的技术优
势，生产粉针剂、片剂、胶囊、栓剂等 10 余个剂
型 260 多个品种规格。主要产品有青霉素系列
产品、复方甘草片、庆大霉素针、抗伤风胶囊、小
儿克感敏冲剂、苦参栓等。其中“塞外牌”去痛
片等 6 个产品先后获省优称号，1993 年与香港
合资兴建的“山西同振药业有限公司”独家生产
的国家级新药——注射用甲硝唑磷酸二钠，以
疗效高、易储存等特点深受大众欢迎。

大同第二制药厂成立后，迅速扩大产能，
1982 年，由国家医药总局选定，经山西省经
委批准，大同第二制药厂修建一座符合 《药品
生产管理规范》 标准要求的药品制剂大楼，并
列入我国“六五”期间重点工程。该工程于
1983 年 9 月开工，1986 年 9 月竣工投产，耗用
资金 350 万元。这座药品制剂大楼位于市区内
原新建南路东侧该厂区内，楼高 22.4 米，长
63 米，建筑面积 5331 平方米，属整体框架结
构。南部生产车间分四层，一二三层为片剂车

间，四层为综合制剂车间，每层高 5.6 米，其
中吊顶以上 2.8 米为技术夹层，供工艺管道、
排风、排尘、排水、空调及水电汽等线路的布
置，北部管理活动区为 8 层，层高 2.8 米。在
记者的少年记忆中，对这一高大的药品制剂大
楼留有深刻印象。

在上世纪 80 年代，大同第二制药厂生产
经营创历史较高水平。其生产销售粉针、水
针、片剂、胶囊、冲剂和栓剂等 6 大剂型 68 个
品种，1986 年生产粉针剂 4794.49 万支、水针
剂 3926.4 万支、片剂 9.19 亿片。主要剂型的总
优级品率达到和超过计划指标，水针、片剂两
大 剂 型 的 总 成 品 率 分 别 为 99.54%和 99.82%，
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986 年工业总产值完
成 2661.92 万元，同比计划增长 21%，实现利
税 284.56 万元，比 1985 年净增 88.26%，创历
史较高水平。

大同第二制药厂的产品蜚声八方，青霉素
钾盐、安定片两个产品获 1986 年山西省优质产
品称号。同时，该厂大力开发新产品，大同第二
制药厂用 6 年时间研制成功苦能栓、安室卡因
注射液、婴儿保健盒、热敷乐及北国可乐、沙棘
可乐、强力沙棘乐等 8 个新产品，同时仿制引进
各类剂型的新产品 51 个，山西省医药总公司对
开发新产品颁发了生产许可证，山西省卫生厅
颁发了批准书。1986 年，该厂获山西省经委颁
发的技术开发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被山西省科
委授予“苦参治癌研究”科技成果三等奖。

依托厚势快发展
青出于蓝胜于蓝

——回顾大同第二制药厂的辉煌发展历史

综 述 本报记者 史涌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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