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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的杜康酒香飘全
国，伊川的青铜器名扬海
内外……如今提起伊川，

“杜康酒”“烟云涧青铜器”
“二程”“邵夫子”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几乎成为伊
川的代名词。

近年，伊川文化部门
通过搜集整理，挖掘了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目前，该县有省级项目名
录 2 项，市级项目名录 6
项 。 其 中 ，杜 康 酿 酒 工
艺和青铜器制作工艺等 2
项已分别申报为省级非
遗项目；民间文学《程门
立雪》《邵夫子传说》，传
统医药《偏瘫速愈康制备
工艺》《易筋经导引术》，
民间舞蹈《跑阵》，传统音
乐《十盘》等 6 项已申报为
市级非遗项目；县文化部
门还收录 50 多项县级非
遗项目。

《跑阵》的发祥地位于伊川，相传
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为鼓舞将士出征而
举行的祭祀活动，后经历史的沉淀逐
渐演变为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形式。

说起《跑阵》和《十盘》的恢复，县
文化馆馆长于红卫讲起了“辛酸史”。

一次，市文广新局领导到伊川调研时
问了一个问题：最能代表你们县的特
色文化是什么？参加调研的县有关部
门工作人员你看我我看你都说不好，
作为文化馆馆长的于红卫也说不出。
什么是特色？民间的锣、鼓、镲、舞狮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啊，伊川县的特色
是啥？在普查申报成功的50多项名
录里，哪一项能够代表伊川最古老的
独一无二的民间特色文化？最终，经
过认真筛选，选定了民间舞蹈《跑
阵》和传统音乐《十盘》。 （邵晓静）

省级“非遗”项目2项 市级“非遗”项目6项

伊川“非遗”保护:为后人留一份精神财富

设机构派专人“非遗”工作受重视

伊川“非遗”普查工作于 2006
年6月启动，县里成立了以主管文化
副县长为组长，县政府办公室和文
广新局负责人为副组长，相关单位
为成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伊川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县财政专门拨出经
费用于普查。

“所以，我们不仅要加大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更要加
大宣传力度，使其更好地发挥作
用，为后人留一份宝贵的精神财
富。”伊川县文广新局局长李社伟
这样说。

跋山涉水，走村串户，遍寻民间
艺人，伊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在 14 个乡镇全面展开普查工作，
掌握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对于收集到的资料，普查人员各
司其职，边普查、边整理。据不完全
统计，该县普查涉及项目信息14000
余条，整理文字50多万字，拍摄照片
1400余张，刻录CD光盘20多张，登
记民间艺人 100 余名，新收集民歌
200 余首、小调 30 支，民间故事、谚
语100余条，进一步完善了县民间艺
术档案信息库。

省级“非遗”项目：杜康酿酒工艺

提到杜康酒，伊川人无人不知
晓。2002年5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确认“杜康”系列杜康酒原
产地在伊川，并颁发了相应证书。
2004年12月，“杜康”系列酒获得了

“河南省免检产品”称号。然而，“杜
康酿酒工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知道的人很少。

杜康酒产于伊川，诞于夏初，盛
于汉唐，此后因社会动荡而衰。1969
年，伊川县成立“恢复杜康酒研制小

组”，对杜康酒的酿制工艺进行抢救
性发掘、整理，伊川杜康1971年恢复
生产。解放初期，伊川县经过考察，
根据得天独厚的酿酒条件，按白沙酒
厂（伊川杜康酒厂前身）的生产工艺，
以高粱、小麦为主要原料生产曲酒，
使杜康酒的传承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
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文化多
元化带来消费多元化，可供消费者选
择的酒类产品越来越多。同时，新兴

产业和外来资本的涌入，挤占着传统
产业的市场，加之老一代酿酒技师去
世，杜康酒酿制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

如何才能让这项工艺不流失，使
之得以更好地发展？那就是让它传
承下去。为此，县文化部门有关人员
多次到伊川杜康酒厂走访，寻找传承
人，多次与其座谈，鼓励其将杜康酿酒
工艺申报“非遗”项目。2008年，伊川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杜康酿
酒工艺申报为省级非遗项目。

省级“非遗”项目：烟云涧青铜器制作技艺

20世纪80年代，烟云涧的仿古
青铜器就以“倒卖文物”的嫌疑被几
次“请”到北京，以至于坊间有“烟云
涧仿古青铜器足以以假乱真”的说
法。如今，烟云涧的仿古青铜器制作
更是享誉全国，特别是近年，烟云涧
村的青铜器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作为县文化馆馆长的于红卫敏
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份宝贵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能否把青铜器这块资源挖
掘出来呢？

来到烟云涧后，于红伟更加坚定
了这一想法。

原来，烟云涧青铜器的传人早在

1994 年就建立了青铜器档案馆，对
青铜器有关资料加以保护，并将传统
的失蜡法工艺撰写成详细资料归档，
要求加盟户定量保持传统法生产，保
证失蜡法工艺后继有人，不致失传。
同时，成立了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
会，定期组织会员深入开展青铜器理
论研究，并办有内部刊物《走进烟云
涧》，不断研究青铜器的革新工艺，对
传统失蜡法手工技艺严加保护。

青铜器铸造工艺，在古代大致有
合范法和失蜡法两种。烟云涧青铜
器公司技师介绍：“我们目前采用的
是失蜡法，用蜡模代替石模或者泥

模，由于蜡更易加工，器物制作出来
就更加精巧。生产一件仿古青铜器
需要几十道工艺，我们目前整个工艺
流程均为纯手工制作。”

烟云涧人严守祖训，谨遵传授手
工技艺，生产的手工青铜器深受人们
喜爱，被称为“中华一绝”。2006年，

“烟云涧”商标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
2008年，烟云涧村的青铜器被列为河
南省“百村万户”旅游富民工程。

制作工艺有了，传承人也有了，
申报条件已经具备。2010 年，烟云
涧青铜器制作工艺被列为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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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烟云涧青铜器加工工艺博物馆

青铜器成品展

高温铜液浇铸是个辛苦活 翟智高 摄

青铜器模具制作——做蜡模

杜康酒厂地下酒窖

传统音乐《十盘》所用的乐器

杜康酒传统酿酒池

民间舞蹈《跑阵》

民间舞蹈《跑阵》

伊川做出的青铜器备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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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十盘》所用的乐谱非常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