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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收藏

宿宿莽莽：：我我能能拔拔出出剑剑的的历历史史和和江江湖湖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涛

在常人的心中，刀剑为“武”的象征，是一种“兵器”。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刀剑并不单纯是伤人
工具。在古代，君子一般都会佩剑，所谓“剑者，直也”。实
际上，刀和剑是一种承载中华文明的“器”，在每个时代它
们都有不同，从它们的刃和鞘中透出的中国古代文化理
念的发展和变迁，充满着令人着迷的美感。

文质彬彬的他，咋看都不像个剑客

“每一个男人都渴望拥有一
把自己的剑。”这句话是宿莽告
诉我的。宿莽是烟台一个家居店
的老板，但和其他家居店老板不
同，他的店里收藏着各式各样的

刀剑，他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经常
出现的“藏剑山庄庄主”之类的
人一样。

宿 莽 藏 剑 也 卖 剑 ，他 在
2007年前往龙泉收剑，2008年
开了当时烟台市第一家刀剑
卖店，可以说是一个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藏剑人。但宿莽对刀
剑的热爱却不假，他拿起任何
一把剑都可以从它的做工讲

到它的文化。所以当宿莽拔剑
出鞘的时候，他就好像拔出了
一段历史。

这些剑都没有开刃，所以它
们代表的历史虽然锋利又沉重，
却无法伤人。实际上，宿莽也不是
一个如李白描写的“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的侠客。他微胖，戴
着眼镜，待人文质彬彬，令人怎么
也无法将他和刀剑联系起来。

宿莽和剑结缘是在很久以
前，那时候他还在剧组做场务，
这是一个辛苦的行当，但也是这
个职业让他领略到了刀剑的魅
力。“以前剧组经常拍一些古装
戏，原本我以为里面的刀剑都是
剧组自己的，后来才知道都是订
的或租的。”

后来在浙江拍戏的时候，宿
莽终于知道了这些订制刀剑的来
源，它们全部出自一个叫龙泉的

地方。那时，龙泉剑刚刚被评为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宿莽第一次
见到剑时，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中国的刀剑历史，就是中
国的历史。”酷爱历史的宿莽，到
如今仍认为中华文明的进步是
在一场场内部或者外部的战争
中淬炼而成，一如在烘炉中千锤
百炼的精钢宝剑。古代的人们并
非像现在的人那么柔弱，他们悍
勇尚武，灵魂就像剑一样笔直。

“在汉代，基本上每个人都
会佩剑。”宿莽从架子上拿下一
柄剑，它的剑鞘是红檀木的，外
表朴实无华。“这是一柄汉剑。”

宿莽说，在中国的铸剑史上，有
两个种类的刀剑最为著名，一个
是汉剑，一个是唐刀。

汉剑在当时已经不只是一
种武器，而成为了一种文化。那
个时候的汉人无论文臣武将，腰
系一把佩剑是标准配备，这代表
着一种身份，是权威的象征。宿
莽手里的汉剑就是此种类型：

“这把剑就是在当时作为佩剑使
用的，是一种装饰大于实战的工
艺品。”但宿莽同时强调，汉代的
铸剑技术已经登上了一个崭新
的台阶，所以即便是装饰用剑，
拔出时依然可以轻易斩开甲胄。

记者从宿莽的手里接过一把
古朴的汉剑，汉剑没有护手，只有
剑格，这把剑的剑格四四方方，雕
琢有简单的花纹更增古意。拔剑
出鞘后，可以发现这柄剑的剑身
笔直，虽然剑形偏长方形，但到剑
刃处却呈圆弧状，整体非但不显
呆滞，反而刚柔并济，霸气十足。

这把剑的手感也非常好，拿
在手中轻重合适，多试几下就好
像成为了胳膊的一部分。宿莽
说，汉剑为了斩开重甲，所以特
意制成前重后轻，并且放弃了以
往青铜的剑刃，多开始使用钢材
反复折打而成，因为需要折打多

次将钢材提纯，所以这种铸剑的
技法又称“百炼钢”。

在汉代，玉和剑就是当时人
们的身份证。因为战争频发，所以
汉代的人们会给自己的儿子佩玉
和佩剑，并在玉和剑上刻上姓名。
当将士们马革裹尸之时，辨认尸
体身份的最好方式就是查看他的
贴身玉佩，以及他佩剑上的姓名。
所以无论汉代的人贫穷还是富
有，一把刻有自己名字的剑是一
个孩子成年之后必须拥有的东
西。

仔细观察这柄剑的剑身，可
以看到一些云团似的花纹。根据
宿莽的介绍，这些花纹并不是工
匠刻上去的，而是在反复锻打的
过程中形成的天然纹路，这种被
称为“锻纹”的东西，是评判这把
剑是否为好剑的重要标准。在相

同体积和重量下，剑身上的花纹
越细说明这把剑的密度越大，自
然也就越好。

根据宿莽的介绍，锻纹可以
大致分为三类，需要注意的是，这
些花纹必须是自然形成的，如果
加入人工雕琢的痕迹就不值一
文。在锻纹中，最次的花纹就是

“云纹”剑，再高一等的锻纹呈羽
毛状，被称为“羽纹”，这种剑已经
可以被称为“名剑”了，宿莽说，羽
纹剑当世少有，他至今也只在一
个收藏刀剑的朋友家中见过一
次。

能让这柄剑达到被世人封为
“宝剑”的程度的锻纹，则是“龟
纹”，这代表着铸剑师的最高水
准。“这把剑如果在市面上出现，
绝对在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以
上。”

“目前来说，收藏刀剑的人
越来越多。”在宿莽看来，刀剑收
藏家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文
化基础，否则难以对刀剑文化产
生更深的认识。

“有人问我，你这儿的刀剑
能够削铁如泥么？我的回答是，
能也能，不能也不能。”宿莽说，
他很难想象一个花大价钱来买
一把剑的人居然是为了削铁如
泥这样一个无聊的理由，“如果
你买剑只是为了砍东西，那我推
荐你去买一把菜刀。”

宿莽认为，真正的收藏者看

中的是刀剑上显露出的技艺和
心血，以及传承千年的中华文
化。他收藏的30把刀剑横跨汉唐
明清，最有代表性的是环首刀、
汉剑、唐刀这三种类型。

其中唐刀是宿莽最喜欢的类
型，它同样方正厚重，拿在手上有
一种力量感。唐刀代表了唐朝最
鼎盛时期的文化，因为制作材料
昂贵，并且费时费力，所以在唐朝
能够拥有唐刀的人也多为权贵。
在剑身上显露的“夹钢”、“烧刃”
技术以及在剑鞘上体现的手工

“唐草”技术至今在国内已然处于
失传的状态。真正继承唐代铸剑
技术的，反而是日本。

提到日本，宿莽颇多感慨：
“有一次和一个日本人说起来我

这里有好剑，那个日本人很感兴
趣，要求赏剑。”可接下来的这个
日本人的举动让宿莽很惊讶，在
拿剑时，这个日本人是双手托剑
接过。“在抽出剑欣赏时他嘴里咬
着一块毛巾，双手还带着手套。在
将剑交还时，他还将身子躬下。”
宿莽说，这是许多国内收藏家都
无法做到的赏剑之礼。

很少有人能明白，剑其实是
一种“礼仪”，当你佩剑时，就代
表着将自己锋利的一面纳于鞘
中，避免锋芒外露，伤人伤己。而
一把好剑，并不是看它的硬度，
实际上，越硬的剑越容易折断。
真正由“夹钢”工艺打造出的宝
剑，都是软硬适中，刚柔并兼，就
像一个真正的君子。

第一次见到剑，他便被深深吸引住

“龟纹”剑才是顶级宝剑

“你想削铁如泥，我推荐你买把菜刀”

在在《《说说剑剑》》中中，，庄庄子子向向赵赵文文王王介介绍绍
了了三三种种剑剑，，分分别别是是天天子子之之剑剑、、诸诸侯侯之之
剑剑和和庶庶民民之之剑剑。。天天子子之之剑剑是是以以各各个个
诸诸侯侯国国组组成成，，靠靠着着阴阴阳阳五五行行来来运运
用用，，此此剑剑一一出出，，天天下下归归服服。。诸诸侯侯之之
剑剑则则以以““智智勇勇之之士士为为锋锋，，以以清清廉廉
之之士士为为愕愕，，以以贤贤良良之之士士为为背背，，以以
忠忠圣圣之之士士为为首首，，以以豪豪杰杰之之士士为为
把把””，，挥挥动动时时境境内内百百姓姓都都会会归归
顺顺。。而而庶庶民民之之剑剑则则是是和和斗斗鸡鸡没没
什什么么不不同同，，一一旦旦命命丧丧剑剑下下，，就就对对

国国家家毫毫无无贡贡献献。。
这正说明古人对剑的一种看

法，在他们的心目中，剑已经成为了
一种气度的象征。所以在宿莽的说法
里，他并不是卖一柄剑给你，而是将
一种文化传播给你。

“不管这个人买不买，只要他对
这些刀剑的历史有兴趣，我就会把架
子上所有的刀剑蕴含着的历史和文
化跟他讲个遍。”宿莽说，对于刀剑的
鉴赏需要相当高的历史水平，而且必
须接触过铸剑技术。

当宿莽刚迷上龙泉剑的时候，他
还对剑的学问一窍不通，前些年几乎
每年他有事没事都会跑到龙泉去，慕
名拜访很多如周正武、胡小军等铸剑
名师。

宿莽对于剑的好坏有几个简单
的鉴别方法。他说，看剑不看别的，只
看剑身，不管剑鞘和剑柄如何破烂。
他曾在一个地方看过一把日本刀，这
把刀刀柄破破烂烂，用一块破布包
着，但“拿出来时真的是寒光闪烁。”
从那时起，宿莽就明白了赏剑犹如赏
人，抛去外鞘，内里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由于现在的流水化生产，宿
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令他心仪
的新剑了，他说龙泉的铸剑技术一直
在走下坡路，并且有些人已经被钱冲
昏了头脑，忘记了刀剑承载的真正意
义。

“像现在有的唐刀几百几百的
卖，我想劝买这样的唐刀的人，看到
这么便宜的就别买了，因为唐刀在历
史上一直代表着一种高贵的文化，就
算在当时也非常稀少，他们这么做简
直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侮辱。”

所以和其他收藏一样，“藏剑”也
需要收藏者具备相当高的知识水平
和涵养。没有足够的胸襟，就如同有
宝剑而无鞘一样，自然也无法体会剑
类收藏中“藏”和“显”的意义。

藏剑其实是测心胸

宿莽和他位于振华商厦的“藏剑山庄”。

汉剑

汉剑

唐刀

清代剑


	J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