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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奎生近30年时间痴迷收藏砣与秤，创办专题博物馆藏品达4000多件

“权衡天下”，这家博物馆“有分量”
□杜春娜 李文璇 济南报道

偶然走上砣、秤收藏之路

“我收藏砣与秤，到现在也快
有三十年了。”张奎生说着，从办
公室的柜子里取出一只小巧玲珑
的戥子秤，这是他千里迢迢从甘
南藏族自治州“淘”回来的。“这件
戥子秤的盒子是胡桃木的，上面
的图案颇具藏族风情；秤杆用的
是犀牛骨,应该是清代的东西。”
张奎生侃侃而谈，“原主说这是传
家宝，不愿出售，我和他足足谈了
四五个小时，才说动了他。”

相较于张奎生所创办的权衡
天下博物馆里，那浩如烟海的砣
与秤，他办公室中随处可见的藏
品不过是“九牛一毛”。近三十年时
间里，张奎生在工作之余，四处搜
求砣与秤，到现在已足足集纳四千
余件。这个爱好可谓小众，专门收
集砣和秤的人，在全国范围内都屈
指可数，他算是其中“翘楚”。

张奎生和砣、秤“结缘”，其实纯
属巧合。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天张
奎生到潍坊临朐寻觅奇石，偶然见
到一户农家的窗边摆放着数个形态
各异的秤砣。它们被雕刻成小动物
的模样，看上去栩栩如生。“我还是
头一次见到这样有趣的秤砣。”张奎
生觉得很是新奇。农户见张奎生爱
不释手，便把这些秤砣送给了他。

自此，张奎生对砣与秤的喜
爱一发而不可收拾，并逐渐走上
了收藏之路。每去一个新的地方，
总要先到当地的古玩市场寻访

“遗珍”。“淘宝”需要慧眼，亦是一
本“讨价还价”的“生意经”。张奎
生曾以每只五元的低价，购入一
整套瓷秤砣，幸运“捡漏”；也曾因
对方报价太高，而“举棋不定”，最
终“错失所爱”。不过，他收藏砣与
秤，有两条“铁则”：纯凭爱好，不
论收益；只进不出，从不转卖。

把私藏变成公共博物馆

随着时间推移，张奎生手中
的砣与秤也“积小流而成江海”。
2016年的一天，张奎生在灯下举
着新得的秤砣把玩，忽然觉得“孤
芳自赏”埋没了它们的风采。

事实上，砣与秤确是历史极为
悠久、值得博览细观的器物。古时，
它们被称作权、衡。权的发展，经历
了商代晚期的陶权，西周到汉代的
石权，以及唐以后的铜权、铁权等多
个阶段。而所谓“衡”，起初指的是天
平，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杆秤，到北
宋初年，一种名为“戥子秤”的高精
度衡又被发明出来。“砣与秤虽然只
是度量衡的‘一端’，却也反映着时
代风貌和审美潮流，能使观者‘管中
窥豹’，遥想历史风云。”张奎生由此
萌生了建立博物馆的想法。

当年6月，经省文物局批准，张
奎生一手创办的山东省权衡天下
博物馆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首家专
以砣和秤作为展品的博物馆。“古

人认为，秤砣为‘权，’秤杆为‘衡’，
他们把‘秤’叫做‘权衡’。”故而，张
奎生把博物馆命名为“权衡天下博
物馆”。“博物馆初建时，面积有三
百平，但随着后续藏品的增多，展
厅布局略显局促，陈列也不够规
范。”张奎生说。好在，数年以后，他
的“宝贝”又遇到了新的“伯乐”。

2021年初，权衡天下博物馆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 山东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鲁商文化研学
中心副教授冯成伟。冯成伟所负责
的鲁商文化博物馆于2016年落成，
惜乎长久没有重磅展品“入驻”。他
此次慕名而来，便是希望与张奎
生达成合作，填补这一空白。

双方“优势互补”，一拍即合。
2021年7月，张奎生与校方签订了迁
址的协议。2022年8月，山东省权衡
天下博物馆在校内的现代服务业大
楼六楼正式“开馆”，与鲁商文化博
物馆“比邻而居”。超过六百平米的
展厅，成为了砣与秤的“新家园”。

当记者走进权衡天下博物
馆，只见砣与秤琳琅满目，历史的
厚重感扑面而来。这其中，戥子秤
的数量约有千件，在国内首屈一
指，而秤砣在材质、品相上，则尤
为丰富多样。从重量上说，最小的
仅在20克，最大的足足有一百多
斤；从材质上看，既有古拙的陶、
石、铁，也有雅致的青铜和素净的
青花瓷；从形状上看，有简单的壶
形、锥形、方形、球形、梅花形，也

有代表十二生肖的动物秤砣；从年
代上看，上迄秦、汉，下至于今，贯
穿了唐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
它们从某一特殊领域、特定器物、
特有文化内涵方面，见证着我国度
量衡的发展史，展现着中华民族的
勤劳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

得之不易的镇馆之宝

漫步于权衡天下博物馆内，
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一个2米
多高的巨型“秤砣”。这个“庞然大
物”的原型，是一枚写着“济南路
总管府”的铁权，它铸造于元至正
二年（1342年），有着平肩、直腹、
束腰等元代秤砣的显著特点。

与馆内的许多其他“宝贝”一
样，张奎生收藏这枚铁权的过程
也是一波三折。2017年，他在一个
互联网二手交易平台“刷”到了这
枚来自济南的“铁砣砣”。长期在济
南生活、工作的张奎生，本就偏爱
带有本地元素的物件，且铁质秤砣
因留存困难较为稀少，看到这件珍
稀的宝物，他顿时双眼放光，不断
与卖家交流，希望他能放低价格。
然而，卖家始终没有松口。

线上“纠缠”无果后，张奎生要
到了卖家的联系方式，期盼着能够
当面沟通，以诚意打动对方。“好巧
不巧，卖家就在济南。”张奎生说，“后
来我们多次面谈，我也亲眼看到了
实物。从包浆程度能够看出，这确实

是件珍品。”2019年，他终于把这枚梦
寐以求的元代铁权“收入麾下”。

这枚铁权上的铭文又是何意？
张奎生解释说，元代的行政区划为
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当时
的“济南路”，正是如今的济南市。而

“至正”，是元惠宗的第三个年号，也
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年号。至正二年，
正值这位末代皇帝亲政初期，彼时，
他正锐意改革，试图挽救元朝的统
治危机。这枚“诞生”于济南的铁权，
近七百年后又在济南“现身”，与此
地的后人“重逢”，像是权力的警示，
又像是时代更迭的见证。

再向前走去，只见玻璃柜内，
有只秤砣“众星拱月”般被环绕在
中心。这是一枚元代的铜权，高
10 . 5cm，器型规整，锈色厚重，其
底部是台阶式，腹部呈束腰型，鼻
衄通直，器型完整，两面都铸有八
思巴文字，在收藏圈里价值很高。
在张奎生心中，它是与那只元代
铁权“双峰并峙”的镇馆之宝。

“很多秤砣上面会同时有八
思巴文和汉字，像这种只有八思巴
文的并不多见。”张奎生说道。事实
上，八思巴文是一种早已消失的蒙
古文字。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
此后，元朝灭南宋，实现了中国的再
次统一。元朝疆域广袤、民族众多，
实现“书同文”也就成为忽必烈的一
件大事。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国
师、西藏的宗教领袖——— 八思巴。

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

结合蒙、汉、维吾尔文等文字，创
造出一套新的字母，被称为“蒙古
新字”，史称八思巴文。当时，八思
巴文被统治者强制推行，但学习
者少、应用范围有限，即便是朝廷
里的普通官员也难以掌握，更不
用说深入民间，为百姓所熟悉和
喜爱。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消亡，八
思巴文亦被逐渐废弃，成为一种

“死文字”。而今，这枚篆刻着八思
巴文的元代铜权穿越时空，在时
间长河里默默见证前人的智慧，
静静地诉说那一段神秘的历史。

骨子里的权衡文化

“我创办博物馆，其实是希望
在收藏价值之余，发挥砣与秤的
教育和实践价值。”在张奎生看
来，砣与秤不仅是“称物平施，知
轻重也”的计量器具，还是“权衡
文化”的象征。

在过去，人们通过“权衡”可
以得到利益，因此也就产生了“权
利”。古代的帝王将相，很多都将
权置于案头，旨在省察民情、权衡
天下，保佑江山永固。传说认为，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丞相李斯
问秦始皇：多少为一斤？秦始皇思
考片刻，写下四个字的批示：“天
下公平”。李斯百思不得其解，回
家后多次书写，发现这些字有16
个笔画，便定1斤为16两。这虽然
只是民间故事，但仍表达了“公
平”乃权衡本义的思想。

“权衡”的引申意义远不止如
此，它其实还有“诚信”之意。秤杆
上有秤星，如天上的星星，用意
为：人在称，天在看。“过去的秤都
是16两，在秤杆上刻制有16颗星
花，象征着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和
福、禄、寿三星。”张奎生说：“这是
在告诫人们做买卖千万不能缺斤
短两，否则缺一两就损福，缺二两
失禄，缺三两要折寿。”

卖过布、开过酒店的张奎生，
大半生的角色是个生意人，做生
意则离不了公平、诚信。“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是基于相互信任，所有
的商业都建立在公平、诚信的基础
上。”三十余载的经商经历让张奎
生亲身实践着“权衡”的意义，“我
希望能像秤砣一样实实在在，像
它一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山东省权衡天下博物馆迁址
以来，已有数百个团队来此参观

“打卡”，张奎生对砣与秤的痴迷
也愈加广为人知。“博物馆里的宝
物，不止是我一人的私藏；博物馆
的建立，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帮
助。”张奎生说。他希望与收藏界
的朋友们协作，进一步扩大博物
馆的规模，让更多人知晓砣与秤
的历史，了解权衡文化。
附：
山东省权衡天下博物馆
地址：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现
代服务业大楼六楼
参观方式：免费参观，需提前预约。
联系电话：冯成伟：139531882008；
张奎生：13805313988。

■“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报道

在济南，有这样一位收藏家，他不爱字画与玉石，却对砣和秤情有独钟。他便是如今山东省权衡天下
博物馆的馆长——— 张奎生。今年50多岁的张奎生，收藏砣与秤已有近30年，收入藏品四千多件，成为这一
小众收藏门类中的翘楚，更一手创办了中国首家专以砣和秤作为展品的博物馆。

为什么偏偏喜爱砣与秤？创办博物馆又有何心路历程？在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前，记者对张
奎生进行了专访。

铸有“济南路总管府”的元代铁权。 铸有八思巴文字的元代铜权。

张奎生在对藏品进行讲解。 本版图片来源均为“权衡天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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