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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社区

咱咱济济宁宁有有位位““兵兵器器大大师师””
董氏兵器第四代传人董现行希望将手艺传承下去

董现行是山东省艺术学院
美术系91级毕业生，拥有扎实
的美术设计基础。2001年，在济
宁啤酒厂工作，工厂倒闭下岗
失业，偶然一次机会，在朋友那
里看到栩栩如生的兵器图纸，
对此非常感兴趣，便求朋友送
给他。“拿回图纸后，在家用铁
桶做了一个炉子烧铁，每天就
蹲在门口，照着图纸打刀，但最
终打出的兵器却很粗糙。”董现
行说，为了铸造出精美的兵器，
他像着了魔一样钻研兵器铸造
技术。经过摸索了解到，一件兵
器是否能铸造得精美，跟它所

使用的材质、构造、烧制温度息
息相关。

“文化大革命时父亲因
为铸造兵器受牵连，不希望我
们从事这一行，但看我这么认
真，就把技术教给了我。”董现
行说，他是董氏兵器第四代传
承人，在父亲的指导下，不到半
年的时间，就制造出了古代的
十八种兵器。但那时的兵器只
讲究实用，不注重美观，现在群
众都把美观放在第一位，如何
把这些兵器打造成艺术品，一
直是董现行追求的目标。

看书、上网、与武术爱好者

交流，这些都成为他学习的渠
道。办公室的书柜里，放的全都
是古代兵器资料。“只有做的
好，才能有市场，受到消费者欢
迎。”董现行说，所有兵器都是
用最原始的方法手工铸造出来
的。一件作品至少耗时一周，多
时甚至两三个月。构图、铸造、
雕刻等技艺，董现行都追求完
美。

2008年，济宁市全民健身
运动，董现行带着自己铸造的
精美关公刀，参加了武术比赛。
他的兵器在运动会上受到很多
武术家的赞赏。得知是他自己

铸造的后，立即有人预定。董现
行从此便开始了销售武器之
路。一传十，十传百，全国各地
的武术爱好者，武术表演团纷
纷来定制，如今订单多得让董
现行都忙不过来。

“学习铸造兵器纯属兴趣，
一点也不枯燥，在厂里干一天
活也高兴。”董现行说，目前董
氏兵器已成为济宁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他希望这门技艺得到
传承。他告诉记者儿子董照贤
今年15岁了，对兵器也很喜欢。
他希望儿子能继续将董氏兵器
的制作技艺传承下去。

本报济宁9月26日讯 (记者
范少伟 实习生 杨欣 ) 26日上
午，阳光明媚，薛口社区不少居民
在健身广场休闲聊天，长长的葡萄
架让人眼前一亮。一旁的柿子树、
山楂树上也都结了果，整个社区看
上去干净、整洁。居民们都说社区
环境很好，有200多棵果树，但很令
人惋惜的是很多果子没熟就被人
给摘了，挺可惜的。

在薛口社区东侧花园里，种
着柿子、山楂、红枣等果树。柿子
高高挂在树上，还是青色的。山
楂已经红了，一些果子已经被附
近群众摘走了。“看到这些葡萄
树 了 吗 ？六 七 月 份 结 的 大 串 葡
萄，满树都是，当时有些还没熟
就被居民给摘了。”住在6号楼的
居民陈女士说，挺可惜的，有的
居民早晨在广场上锻炼身体，随
身带着塑料袋，走时摘几串，如
果都熟了可以摘着吃，但都是青
色 的 ，还 没 有 熟 就 被 群 众 摘 走
了。

现在和前段时间的葡萄受到
同样遭遇的还有山楂。楼前楼后的
绿地上种着很多山楂树，树上结的
山楂有的已经红了，大部分都被居
民摘走了。“摘后隔段时间才好吃，
现在有些酸涩，的有居民为了哄小
孩完，看到后就摘一些。”一位居民
说，挂在树上的柿子“捂捂”挺好
吃，这是第一年结果子，有的居民
为了摘果子，把绿地上的花草都踩
死了。

“果树主要是用来绿化的，
有的是开发商种的，有的是从原来
社区移栽过来的。”薛口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薛恩刚说，薛口社区从
2008年开始陆续上房，这里原来是
旧村庄，现在改造成新型社区了，
大部分居民都是回迁户。果子熟了
居民就摘，居委会没有强行看管，
但也希望居民在摘果子时不要把
绿地的花草踩坏了，共同维护社区
环境。

薛口社区

果子还没熟

咋都给摘了？

走进董氏冷兵器加工厂，记者被里面各式各样的精美兵器吸引
了，刀、枪、棍、钺、叉等十八类冷兵器应有尽有，火炉、铁锤等传统设
施仿佛让人置身古代兵工厂。现年40岁的董现行是董氏古兵器的第
四代传人，一件件精美的兵器便是出自他之手。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实习生 杨欣

▲董现行正在铸造兵器。

董现行正在擦拭自己锻造的精美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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