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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江湖间刀剑相见 ， 怎少得年
轻侠客的身影 ？ 二十多年前中国
的古兵器藏友已成为中国古兵收
藏研究的中坚力量 。 而近几年随
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 微信群和公
众号的推广 ， 收藏人群趋向年轻
化和活跃化 。 据林海介绍 ，“他们
对古兵器的兴趣认识也从相对狭
窄的刀剑类 ，辐射到长兵器 、奇门
兵器乃至弓箭等远程兵器上 ，他
们将是古兵器收藏研究未来最大
的新生力量。 ”

羊城晚报记者： 对于古兵器
的入门级玩家 ，您的建议是什么 ？
可以先从什么方面的藏品入手？

林海：对于初级玩家，为了尽
量避免少走弯路少交学费， 我建
议初期是先多借助现有的网络平
台吸收学习古兵器基础知识，多
虚心向收藏前辈讨教学习， 多看
博物馆来源可靠的标杆性古兵实
物， 多争取在周边藏家商家上手
学习古兵实物的机会。

在确定了自己的兴趣重点后
选定一个相对集中的收藏门类作
为切入点开始收藏， 开始时不要
盲目图广图多，什么都想入藏，以
集中的资金出击每件有一定代表
性的古兵藏品， 适当时可入手一

些成本不高的标本性实物作为研
究素材。 另一方面我也鼓励收藏
新人多参与藏品交流活动， 用市
场反应来验证自己的眼光。

羊城晚报记者： 作为私人藏
品 ， 古兵器的保养和陈列有什么
要注意的问题？

林海： 钢铁冷兵器并不是
特别娇贵难保养的， 主要是平
时注意定期的防锈保养， 在北
方干燥的气候环境下， 冷兵器
一年做几次上油保养足够 ，但
在像南方气候较潮湿温热的地
区， 有条件的话每两个月都给
冷兵器做一次检查保养最为稳
妥，如果发现出现新的浮锈，立
即用细砂纸粗棉布擦拭除锈 ，
重新上油保养， 兵器的保养油
建议用无水无色矿物油， 贵重
的冷兵器还可以考虑用放摄影
器材的干燥密封箱来储存 ， 一
次性投入可保长期稳妥。

古兵器的展示可选用具有正
气镇煞的品种（如剑 、鞭 、锏类）作
为日常家居装饰陈列展示； 书房
案头观赏把玩则适合选用锤，尺
等小巧钝器。 带利刃的古兵器需
妥善集中保管， 避免儿童老人容
易触碰误伤。

中国古典家具中，凝结了中华
传统文化与技艺的智慧。作为世界
三大家具样式之一的明式家具，
“天圆地方”“中而不倚” 等特征，
都能看出其中丰富的人文信息。经
典的中国传统家具，不仅常常出现
在我国的对外礼宾重大场合，也是
民间收藏的一项重要分支。

中国传统家具未来有何新动
向？“2018 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
具专业委员会年会 ”10 月 28 日
在广东台山伍炳亮黄花梨艺术博
物馆举行， 传统家具领域的各位
领军人物都参与了此次盛会，在
高峰论坛上探讨中国传统家具未

来走向。

在黄花梨艺博馆复兴
传统家具

吃穿用度皆是文化， 而凝结
着诸多传统文化信息的中国传统
家具， 其诗意哲学之美是否为现
代人所了解熟知？ 在占地约 3.6
万平方米的全国唯一黄花梨艺博
馆，置身上千款伍炳亮近 40 年来
精心创作设计和收藏的传统家具
中， 探讨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前
景，正当其时。

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徐祥楠
表示：“传统家具是中华优秀文化

的重要载体， 传统家具行业传承
古典文化，弘扬工匠精神，要勇于
推陈出新， 实现了跨越式创新发
展。 ”

提出“文艺复兴”是本次大会
的亮点之一。 中国家具协会传统
家具专业委员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杨波表示，将推出“中国传统家具
文艺复兴”项目计划。

“‘文艺’分为文化、技艺和艺
术三个点。 文化是做高度，技术是
做传承。‘文’就是要回到文化的
根源中去梳理和发展， 开展文化
研讨、专业论坛等活动；‘艺’是指
艺术与生产技术制作的结合，科

学技术与生产制作的结合， 传统
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复兴。 ”杨波表
示，“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制作一批
经典家具，举行学术展览、研讨活
动，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这是一项
为整个红木家具行业服务的开放
式计划，也是一项长期的项目。 ”

传承大国工匠技艺
中国传统家具， 凝结历代匠

人心血发展而成的精妙结构与超
高水准的加工工艺， 至今令世界
惊叹。 这种技艺与工匠精神要如
何传承发扬？ 未来的大师将如何
传承与创新？

徐祥楠表示， 传统家具行业
既要深入继承传统家具文化，还
要紧随时代注入当代意识， 将深
邃的传统文化和精湛的传统工艺
应用于家具的设计制作之中。 因
此大国工匠的技艺传承非常重
要。

杨波则对记者详细说明了未
来的部署：“技能传承的重点是人
才培养。 未来主要是以专业论坛实
现信息共享，以技能竞赛加强人才
培养。 中国技能大赛———全国家具
（红木雕刻） 职业技能竞赛未来将
会继续成为行业重点赛事，进一步
开展。 ”

刀剑有情 江湖不老
近年古兵器收藏由冷变热，藏品价值逆势上扬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林海（网名：老独）
1968 年生，广州人，建筑师，现定居美

国。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接触中国古兵
器收藏研究，专注于长兵器和奇门兵器鉴
藏二十年，致力于中华传统武备文化的弘
扬保护。 个人兴趣广博，涉猎古玩杂项雕
塑各类收藏。 参与国内收藏网站“翰龙雅
集”核心管理工作多年。 2016 年合作主编
《稽古藏兵 中国古兵器典藏集》。

徐兆前
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 ，业余收藏古物三十年 。 上世
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收藏古兵器。

在国内的古兵器收藏中 ，尤
以中国古代冷兵器为重点 。 中国
历史上不乏金戈铁马 、 刀光剑影
的壮烈场景 ；也贯穿了快意恩仇 、
义薄云天的侠客英雄之梦 。 在古
兵器藏家的江湖里 ， 拥有神兵利
器不只是圆了侠客梦想 ， 也是他
们研究武备历史 、 检验收藏眼光
的途径。

在去年收藏市场整体不景气
的大环境下 ， 中国古兵器价值却
逆势上扬。 今年 6 月的 “圣锋贤
刃 ” 专场拍卖会上 ， 一柄明剑以
62 万元落槌成交 ，一柄日本御用
名 工 宫 本 包 则 作 日 本 太 刀 则 以
80 万元的全场最高价成交。

曾主编 《稽古藏兵 中国古兵
器典藏集 》 的资深古兵器收藏家
林海认为 ， 从拍卖成交结果可以
看出 ， 中国古兵器圈的价值认知
度有了大幅提升。 精品价高，但为
数较多的普品成交价平缓理性 ，
说明了国内古兵收藏者的精品意
识在提高 ， 古兵器收藏正趋向精
品与普品价值认同的两极分化 ，
这 也 跟 整 个 收 藏 价 值 观 是 接 轨
的 ， 是古兵器收藏人群对收藏理
念的逐渐成熟的体现。

羊城晚报记者：在国内 ，古代
冷兵器收藏以前是一项冷门的收
藏，近几年这种状况有什么改变 ？
今 年 古 兵 器 在 国 内 首 度 专 场 拍
卖 ， 给中国的古兵器收藏界带来
了什么新的风气？

林海：近几年，在各方面力量
的推动下， 国内对古兵器收藏的
认知度有较大的提升， 现在古兵
器也能在国内上专场拍卖了。 不
过相对其他收藏大项， 古兵器还
是属于小众收藏， 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正确认识中国武备历史
和文化，也是全面了解中国历史，
客观正视过去， 高瞻审视未来所
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除了今年 6 月的圣锋贤刃
2018 春拍， 接下来 11 月份还将
有一场秋拍， 这次组办的古兵器
专场拍卖有中国和西洋、中西亚、
日本各地区有代表性的古兵器拍
品，还有现代刀匠的新作品，应该
说涵盖面很广， 可以适应不同的
收藏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
艺术无国界的主流收藏理念，民
族的就是世界的， 能打破狭隘民
族性， 认同并欣赏其他地区民族
的艺术瑰宝， 也是作为一个成熟
收藏者所应具备的胸怀。

徐兆前：近年古兵器收藏热开
始升温， 不少人陆续加入其中，中
国介绍古兵器的书籍也一版再版，
十分畅销。 但客观地看，中国的古
兵器收藏还处在洼地，不少人存有
误区，觉得兵器是凶器，藏在家中
不吉利。 这种观念在中国沿续千
年，也造成不少兵器被毁。 回望中
国历代的古文物收藏中，鲜有以兵
器作为专项收藏的藏家。 博物馆对
古兵器也只作一般陈列展示。 而反
观海外不少国家，古兵器收藏是一
个大项，不少博物馆都专辟展厅单
项展出，其中英国利兹皇家军械局
博物馆更是一个完全展示古代武
备的博物馆，著名的中国明代永乐
剑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中国的兵器
甲胄收藏十分丰富，这已成为可见

不可求之物了。
尚武精神是民族发展的推动

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古来有
之。可幸的是，现在终于有了武备
专项收藏和拍卖了， 这无论对收
藏界或藏友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羊城晚报记者： 您收藏古兵
器的初衷是什么 ？ 出于兴趣还是
升值的考虑？

林海： 中国古兵器收藏在世
界范畴来说起步是很晚的， 大概
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最初
对拥有神兵利器的梦想， 很大程
度上是受新派武侠小说侠义情怀
的影响， 另外一些零星的古兵器
收藏资讯也开始在国内互联网传
播， 我是在那个时期在网络上和
古玩收藏市场上偶然接触到真正
的古兵器，从此一发不可收，走上
一条“不归之路”。

收藏古兵器，兴趣与初心很重
要， 这是能坚持长期收藏的动力；
但不问回报和市场价值也不符合
人性，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能平
衡好两者的关系才是关键。 我自己
从来都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收藏
保守派，从我收藏伊始，就把收藏
品螺旋式上升定为目标方向，尽可
能将好的藏品留下，把认为不够理
想的调整出去，回笼资金入藏更好
的藏品，用市场的认可度来验证自
己以前的收藏眼光，不断提升修正
自己的认知和方向。

羊城晚报记者： 古兵器收藏
近年热度渐渐升温 。 藏品的价值
是否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林海： 中国古兵器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末发展至前几年， 一直
处于价值认同的低谷，升幅缓慢，
其他收藏门类如金铜造像、 铜炉
文玩等在十余年间升幅十倍乃至
数十倍， 作为民族国家国力国威
体现的古兵器却得不到价值认
同，这个价值偏离是不合理的。

近两三年间， 国内古兵器爱
好者借助更新的传播平台， 大力
传播古兵器文化，活跃交流渠道，
特别是在去年收藏市场整体不景
气的大环境下， 中国古兵器价值
逆势上扬， 得到一个很大的认同
提升， 成交价在数十万过百万元
一件的精品并不少见。 精品和普
品价值的距离也在进一步拉开。

国家文物政策也对古兵器的
合法收藏作了规范和指引， 古兵
器可以合法上拍收藏就是一个突
破。 相信古兵器收藏会逐渐融入
主流的收藏市场， 最终登上大雅
之堂。

徐兆前： 古兵器近年逐渐进
入收藏家的视线， 不少过去收藏
其他门类的玩家们都卖掉手上藏
品专一收藏起古兵器， 大多是发
自内心的喜爱， 听一资深藏友说
这两年砸在古兵器收藏的钱已达
八位数。

古兵器在历史上虽产量巨
大，但因保存不易、历朝销毁破坏
严重等原因， 至今古器存世量并
不大。事实上，历代的兵器制作往
往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制造水平。
现在不少藏友已认识到古兵器的
价值，不管是为情而藏，还是为投
资增值而藏， 他们都会加快投入
的步伐。

“文艺复兴”中国传统家具

嘉宾简介

壹 古兵器收藏由冷变热

身为战争工具 ，古兵器的美
感从何而来？ 古兵器藏家皇甫江
在他著的 《中国刀剑 》一书中写
道 ：“日本刀刚烈偏执 ，马来刃诡
辣奇异 ，中国剑飘逸大度 ”，表现
了不同民族的价值观 ，人生观和
哲学观。 从春秋战国铁剑的兴起
到清代钢铁刀剑的最后辉煌 ，一
刀一剑 ，或古雅大气 ，或庄重华
美 ，或威猛凶悍 ，或气势磅礴 ，都
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审美情趣。

藏家们认为 ，把使用功能和
艺术性高度融合呈现出美感 ，具
备这样气质的兵器才是最值得
追求的收藏精品。

羊城晚报记者：您对古兵器
收藏精品是怎样定义的？

林海： 我认为可从艺术性、
时代性、稀缺性、完整性这四个
方面考量藏品是否属于精品。

艺术性是首要因素，缺乏艺
术感的作品再精美也可能只是
一件看似漂亮的工艺品，它会缺
少了灵魂。 作为兵器来说，要兼
具艺术性并不容易，因为兵器本
质是战争工具，能在保证足够的
使用功能前提下，体现出不凡的
艺术感染力，把功能和艺术性高

度融合呈现出美感，具备这样气
质的兵器才是最值得追求的收
藏精品，而不是一件单纯粗鄙的
杀伐工具。

时代性是指具有明确时代
特征的标杆性器物，而不是含糊
不清具有较大争议的藏品，当然
年代越早能完整保留下来的实
物越难得，但并不是越老越有价
值，石器时代原始工具兼兵器是
年代最早的，但它们只是具有人
文考古价值，真正的收藏欣赏价
值并不高。

每个时代都有杰出的古兵
器代表作品，但年代过于久远的
能存世的实物极少，中国青铜兵
器的艺术巅峰在西周东周，而作
为钢铁冷兵器来说，艺术性与时
代性能兼顾的较集中在宋元明
之间，个人比较偏重宋辽金元时
期的中古兵器收藏，我认为这段
时期是钢铁冷兵器发展的一个
巅峰阶段，在战争对抗最激烈频
繁的年代才会激发出更好更精
的作品。

稀缺性是指物以稀为贵，作
为古兵器来说，制作量大的标配
刀剑长兵品种和民间防护练武

兵器不是值得首选的入藏品种。
贵胄和武官的身份配备、精锐部
队的制式装备、武者个性化订造
精制兵器都值得重点关注。

完整性对于古兵器来说也
是一大考量因素，古兵器作为对
抗性实用器，考虑到其使用战损
和保养条件等因素，古兵器最初
的原始信息要完整保存下来难
上加难，一件古兵器的完整原装
程度会直接影响其未来的收藏
价值。

羊城晚报记者：近年在拍卖
中明清皇室刀剑频创佳绩 ，怎样
评价明清皇室武备在中国古兵
器收藏的地位？

林海：明清皇室武备当然属
于最顶峰稀缺的中国古兵器收
藏，是高度集合了锻造技术装饰
工艺大全的国威体现，大部分为
故宫和国内省级博物馆收藏，流
出故宫能见到的，基本都是晚清
年间八国联军入侵时被掳走流
失海外，也大多在欧美各大博物
馆作为重要展品陈列，能流入民
间的实属凤毛麟角了，仅见的几
件皇家兵器也在国际大拍上以
高价成交。

贰 认识古兵器之美

叁 年轻人群成古兵器收藏新生力量

“我记得在二十年前收藏冷
兵器初期 ， 在广州本地的一个古
玩商店里购得一支造型风格奇特
的蛇形长兵器 ， 其套管为一铜铸
武将臂膊 ， 顶端铜拳紧握一蛇尾
曲伸成刃的金环蛇 ， 当年资讯有
限 、认识浅薄 ，只觉得造型新奇值
得琢磨，并不明其年代用途。 入藏
一晃十年后 ， 在论坛平台上偶然

通过藏友分享的明万历年刘效祖
王之弼合著 《四镇三关志 》，印证
到这支蛇形长兵器原来是明代的
蛇枪 ， 用途是作为明代军帐前的
高级仪仗军器 ， 树立帐前可壮大
明军威。 这种蛇枪存世实物极稀，
据我所知馆藏未见 ， 民间仅出现
过约三支 ， 手上这支也是器型工
艺最好的，可谓得之甚幸。 ”

林海的收藏故事：

▲清代藤盾牌
每个直径近一

米 ， 品相完整的藤
盾牌已是稀罕之物

（徐兆前藏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 一天
我去逛文物市场 ，快到街口远远
见 卖 家 摆 着 两 个 硕 大 的 圆 形 藤
织物 ，走近一看竟是两个清代藤
盾牌 ，每个直径 近 一 米 ，我 当 时
未 收 兵 器 ， 只 觉 得 物 件 奇 特 少
见 ，待走进市场 ，两 个 清 代 藤 盾
牌 的 造 型 在 脑 海 里 一 直 挥 之 不
去 。 我越想越觉得有历史价值 ，
赶紧折返街口 ，但卖盾牌的人已
消失影踪 。 这事让我懊悔不已 。
2010 年 ， 我 去 南 海 朋 友 家 看 古
玩 ， 无 意 中 又 重 遇 了 这 个 藤 盾
牌 。 朋 友 说 当 年 他 正 是 在 文 物

市场街口买到此藤盾牌 ，已保存
十多年了 。看来世上还真有缘分
一说 ！ 我二话没说买下了 。 之后
我在市场上又买到一个 ，总算圆
了当初的念想 。现在完整的藤盾
牌已是稀罕之物了 ，它确实记载
了很多历史记忆 。

历史记载 ，1686 年 ， 沙俄军
队犯我疆土 ，康熙调集由他从福
建 组 建 的 3000 藤 牌 军 参 战 ， 在
雅克萨城 ，藤牌军裸身持藤牌从
水上攻击敌军 ， 据史料记载 ，最
后沙俄 ‘众溃而逸 ’ ，而我方 ‘未
丧一人 ’ 。 ”

徐兆前的收藏故事：

荩明代蛇枪
此枪为明代军帐仪仗

器，长近 60 厘米。 造型为一
硕大铜铸拳头紧握一蛇尾
曲伸成刃的金环蛇 ，整器风
格灵异充满神秘仪式感

（林海藏品）

清代龙吞阴阳抓
此抓为清代

武林流派定制奇
门兵器， 全长约

70 厘米 。 前端为沉实
的阴阳铁掌 ，两指内弯成钩 ，三指前
伸为刺 ，兼具拍击勾拿突刺之妙用 ，
构思诡异充满个性化 （林海藏品）

金庸大师走了， 有人感叹： 江湖老
了， 青春散了…… 然而在另一群人心
中，江湖依旧。

他们的江湖，有“银鞍照白马、飒沓
如流星”、“仗剑一长笑， 出门游四方”的
潇洒快意，也有“宝光闪闪惊四座，九天
白日暗无色”的豪迈英气。 刀枪剑戟、斧
钺钩叉、 鞭锏锤挝……闪着寒光的古兵
器， 都是他们的心头好物———他们便是
沉醉于刀光剑影的古兵器收藏者们。

凛凛长剑， 霍霍环刀……这些深刻
记载了历史的古兵器， 在国内收藏的历
史并不长，只有短短二十年左右。长久以
来，古兵器属于小众而冷门的收藏门类，
近年随着几件明清皇家兵器在国际大拍
上高价成交， 古兵器收藏渐渐进入大众
视野。

2012 年中国嘉德秋拍，“清乾隆金
桃皮鞘天字十七号宝腾腰刀” 以 4830
万元的高价落槌， 这已是它第三度出现
在拍卖场上。 2015 年北京翰海秋拍以
6670 万元成交的“明永乐铁鎏金龙纹钺
刀”， 为迄今仅见的明代宫廷藏传佛教
法器，再度引起藏家关注。

时间推移到 2018 年中，中国首次冷
兵器艺术品专场拍卖会———圣锋贤刃
2018 春季冷兵器艺术品专场拍卖会在
北京冷兵器文化体验馆圆满收锤，
总成交额过千万元 ， 成交率达
72.33%。 这成为中国内地冷兵器
专场拍卖会的破冰之旅。

古兵器特别是中国古兵器， 从最初
发源于战争， 到部分逐渐退出战场成为
达官显贵的配饰或王侯将相权力的象
征，如著名的清朝皇室佩刀，再演变成如
今的文玩与收藏， 其发展脉络透视出中
国几千年历史文化， 其历史价值和艺术
价值不言而喻。 近年国内古兵器的藏友
与日俱增，拍卖频频，民间交流活跃，有
资深收藏家认为， 古兵器收藏已从极少
数人参与的高端精品拍卖， 过渡到受众
面更广的爱好者们积极参与收藏研究的
普及阶段。 大众对古兵器收藏的认知度
正在不断提升， 藏友们对藏品的价值认
同趋向精品与普品的两极分化， 显示出
收藏理念的日渐成熟。

▲明代剪水双刀
此刀为明代官造制式合璧双刀 ， 全长

90 余厘米 。 锻造方式为包钢烧刃造 ，钢质
精纯清亮，刀姿颀长线条流畅 ，能完好保存
至今的明代双刀殊为难得 （林海藏品）

▲宋代虎首战锤
此锤为宋代武官配备实战铁杆铜锤，全长约 45

厘米。 点睛之笔是柄端的铸铜虎首，俯视角度具有
拟人化的胡人面视觉， 细观虎口前吐出一花蕾，暗
合“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刚柔两面性 （林海藏品）

荩精钢蛇矛，或曰蛇镰枪
此蛇矛为较罕见的明

末清初南方官造长兵器制
式， 长度达 70 余厘米，全
器以精铁打造， 器型颀长
壮硕，颈箍为铁雕宝瓶状。
矛刃是在剑型双刃上错位
开出凹口形成曲刃。 为不
可多得的南方长兵器代表

（徐兆前藏品）

荨清代礼仪佩剑
剑 长 112cm， 剑

身鋄银两面各有四位
仕女 ，动态各异 ，剑身
有 《大清乾隆年制 》字
样。 剑柄为象骨，
上刻有戏剧人物
故事 。 剑鞘饰鲛
鱼皮 。 此剑为海
外回流

（徐兆前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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