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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雕的发展离不开匠人，但目前我市

铜雕匠人的现状却让程颐感到担忧。“我们

对全市的铜雕匠人进行过摸底，优秀的匠

人大多七八十岁了，令我们感到担忧的是，

他们几乎没有传人。”程颐说，培养年轻一

代具有创新思维的新铜匠几乎成了现在发

展的当务之急，“手艺没有了传承，就只能

靠机器生产，而机器生产的铜器缺乏地域

文化和特色，和手工生产的铜器是两种不

同的概念，如何让两者更好地结合，值得我

们深思。”

对全市铜雕匠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过摸

底后，程颐就计划组织一次铜雕技能培训，

只是培训哪些内容、培训老师在哪、在哪里

培训？这些问题让他犯了愁。“一次偶然的

机会，我了解到省人力社保厅对高技能人

才的培养有相关扶持政策，马上就联系了

永康职业技术学校，敲定了相关流程。”程

颐说，由永康职业技术学校主办，程育全技

能大师工作室承办的“永康铜艺技能人才

培训班”已经于日前开始报名，报名时间截

至9月5日，名额限定为20人，只要对铜雕

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培训班将于 9 月

8 日正式开课，为期 8 天，培训内容包括理

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全程食宿全免。

“毕竟是第一次办这种培训班，也不知

道效果怎么样，人数限定就少一点。就目

前报名情况来看，年轻人还是比较少，我们

会认真总结，努力改进，把培训班一直办下

去，期待更多喜欢铜雕，热爱这门艺术的年

轻人加入。”程颐说，他更期待看到新一代

的年轻匠人能像老匠人一样，秉承匠人精

神，坚守匠人情怀，为永康五金文化注入新

活力。

传承铜雕工艺 转变发展思路 举办铜雕技能培训班

神雕铜艺：打造地域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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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80 年代方岩山脚下的小作坊到现在国内首
屈一指的铜雕公司，从石膏佛像到小型铜雕，从小
型铜雕到铜雕工程，再从铜雕工程到生活铜器，33
年来，浙江神雕雕塑工艺有限公司不断成长，发展
思路也在不断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对产品品质的追
求和对匠人情怀的坚守。“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接地
气的地域文化品牌，然后带动热爱铜雕的年轻人来
传承和创新铜雕工艺。”浙江神雕雕塑工艺有限公
司总经理程颐说。

33年坚守 传承和创新工艺20多种

1983 年，程朱昌带领儿子程

育全和儿媳吴月利一起创办了

浙 江 神 雕 雕 塑 工 艺 有 限 公 司 。

程颐说，公司刚开始的时候只是

方岩山脚下的一个小作坊，由于

当时铜属于国家战备物资，个体

户很难采购到，小作坊便以做石

膏像为主，“观音像，小型的胡公

像，还有一些动物花鸟，都做得

比较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铜资

源得以放开，程朱昌和程育全开

始重新接触到铜。“铜资源放开以

后最先接触到的是铜铸造，因为

铸造工艺和石膏像的制作方法有

共通之处，一些大型的雕塑工程

都需要用到铸造工艺。”程颐说，

由于当时校园雕塑很流行，还一

度做过许多人物铜雕塑，“以前接

触不到铜没办法，现在铜资源放

开了，自然不能丢了祖辈传下来

的手艺。”

“后来慢慢地锻造也开始做，

像西站方向的‘三马九铃’雕塑就

是 1999 年做的，比较本土化，也

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程颐说，“三

马九铃”雕塑创意源于“永康”名

称由来的美丽传说。三国时期东

吴国太乘三马九铃之御辇来上浦

乡进香许愿，祈祷永保安康，因而

孙权置县命名永康，三匹古马的

造型，突出皇家御马的威武和奔

跑的意境，激励永康人为建设新

永康而奋斗。

经过 33 年的发展，浙江神雕

雕塑工艺有限公司如今已传承和

创新了铸、锻、刻、雕、镶、镂、仿

古氧化、作旧、贴金、彩绘等 20 多

种先进工艺，制作了大批精品，

如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印度的玄奘

法师铜像、81 米高的九江东林寺

大 佛 宝 盖 铜 雕 工 程、陕 西 法 门

寺、西安大雁塔、山东潍坊金泉

寺、福建三平祖师文化园、云南

鸡足山金殿、山西大同凤临阁铜

装饰工程、昆明世博会吉祥物、

北京奥运会巡展雕塑、深圳大运

会“福羊羊”等雕塑，都深受业内

和客户的好评。该公司还曾获得

国家、省市级 100 多项荣誉和称

号，如中国驰名商标、浙江省名

牌产品、浙江省知名商号、省高

新技术企业等。

从雕塑工程到生活铜器 转型升级更接地气

2008 年，程颐大学毕业，开

始参与公司在上海的雕塑类工程

建设。

“在接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

思考，要怎么把铜制品跟我们永

康本土的文化相结合，怎么把它

们做得更加接地气。毕竟佛像是

宗教用品，不是每个家庭都会摆

放。”程颐说，在永康的五金文化

中，金和银多打造为首饰，铜铁锡

多作为器具和器皿，“像锡茶罐和

铁壶就比较常见，铜壶在当时还

是很少见的，而且用铜壶喝水还

可以补充微量元素，对贫血的人

大有好处。所以我当时就想着，

公司也可以尝试着发展一下生活

铜器。”

于是 2013 年，程颐回到永

康，开始摸索生活铜器的发展之

道，今年 4 月初，他还特地考察了

日本知名的锤起铜器老字号玉川

堂。“他们的技术特点是用锤敲

打 铜 片 ，使 整 块 铜 片 卷 曲 而 成

型 ，所 以 他 们 被 称 为‘ 锤 起 铜

器’。‘锤起铜器’用于敲打铜片

的工具很多，有金锤 200 多种，锤

垫 300 多种，而且他们传承的不

单是技艺，各类型的工具也是代

代相传。”程颐说，日本的铜器在

色彩、包装、表面处理和工艺细

节等方面都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我们这边的铜器，表面大多是

本色，或者加深一点的颜色，但

是日本铜器的表面颜色就很丰

富，看起来也很精致。”

玉川堂能传承 200 多年，一

直以来备受人们追捧，除了铜器

过硬的质量和精致的外观，还在

于他工艺的附加值高。匠人们在

做铜壶的时候不仅仅是做一只铜

壶，而是将本土文化和工艺技术

巧妙结合，适当加上手工技术，让

每一件产品都有独特的含义。

“在日本，玉川堂所在的那个

区域，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打铜，但

从来没有哪家抢了哪家生意的说

法 ，大 家 都 认 为 这 是 在 共 同 发

展。”程颐说，这让他想起以前的

老匠人，他们之间虽然有竞争，但

更多的时候是在互帮互助，共同

成长，“我认为这是一种匠人情

怀，也是我们企业发展一直坚守

的一种情感，只有大家都发展得

好了，我们才能打造出永康五金

地域文化品牌的金名片。”

从日本考察回来后，程颐结

合考察中捕获的新思路，着手推

出公司的铜器定制服务，不少客

户把定制的铜壶当作礼品赠送，

还有的当作收藏品收藏。“我们之

前就有‘玄月’、‘山水’和‘南瓜’

三个系列的铜壶和套装，现在推

出定制服务，客户可以指定一套

图案，我们做出来相应的一套铜

壶。现在定制铜壶的社会反响不

错，不少老客户都来下单，回头客

也多。”

办铜雕技能培训班
培育新一代年轻匠人

程颐向记者介绍云南鸡足山金殿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