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哪种运动会像弓箭一般。你沉稳
地举弓、深吸一口气扩胸，两手同时

“喝”的一声发力，头顶光影倏忽而过。
在“五平三靠”的平静中，弓弦慢慢掠过
你的鼻尖、嘴角，直至耳后，“口吐翎花
耳听弦”，一刹那弦似满月到达顶峰，箭
似流星呼之欲出……当我来到全国第一家
发轫于中国武术协会的传统弓联合会探访
时，作为该协会创始人之一的成都体育学
院民传与养生系主任龚茂富先取过一张长
弓：“了解弓道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上
手试一试。”

“每一箭都是新的，都是你当下内心
的写照和人生的真实反映。”龚茂富说。
据山西朔州峙峪遗址考古证实，中国传统
射箭至少已有近3万年历史，在中国文化
中被排在“火”和“语言”之后，是真切
改变古代中国人与自然、宗教、社会伦理
乃至自我认知的“第三大发明”。

周代将射箭列入“六艺”之中，传统
射箭快速人文化，成为射箭开始向文明进
化的标志。在历史的变迁中，传统射箭早
已实现了从“索命之术”到“向生之

术”，从“实用之术”到“教育之术”，从
“向外求”转向“内外兼修”，从形而下的
“射技”升华到更高层面的“射艺”的文
化变迁。由龚茂富等人牵头成立的四川省
武术协会传统弓联合会就是一例。该社团
以“以弓载道、游艺骋怀、传承射艺、崇
德尚武、重礼弘文、继往开来”为宗旨，
核心成员主要由高校教师构成，学历高、
理论强、文化自信自觉意识浓厚，是他们
区别于其他传统射箭团体的最大特色。

2017 年 7 月份甫一开班，应者云
集，50 人的精品班很快招满。这些跃跃
欲试的参与者迎来的第一课却是在燠热的
教室里蒲团静坐，聆听“弓道射艺”的源
远流长。“射以观德。我们希望这项运动
能触发人们的思考，从平日的浮躁中抽离
出来，开启一个全新的自我认知。”龚茂
富说。9 月初，传统弓联合会再开教练

员、裁判员培训班，远至广东等全国各地
的爱好者纷纷飞赴成都学习。

成都市北新小学老师曾怀德对此感触
颇深。原本沉浸于美式猎弓多年的他禁不
住龚茂富的“激将”：“弓箭的正统源流还
是我们的中国传统弓。只要你肯来，我保
证让你产生质的飞跃！”

原本只是尝试，没想到一沾上手，曾
怀德就对这种没有瞄点、没有准星、完全

“向心而射”的运动艺术痴迷得一发不可
收拾，全套装备逐一自置，完全成了一个

“发烧友”。很快，他把这股热腾腾的劲儿
带到了北新小学，连该校校长都成为传统
弓联合会的“新学员”。他们发现弓道极
易上手，从 8 岁到 80 岁都能轻松入门。
经常练习，对挺拔身姿、矫正视力、舒活
筋骨、扩大肺活量都有极大好处。现代人
往往流于浮躁，弓道在凝神静气、集中注

意力、涤荡身心方面的作用，是很多运动
都不可及的。北新小学很快便把“弓箭”
列为体育课的固定科目，成为四川省第一
家系统教授箭术的小学，受到家长和小朋
友们的好评。成都市高新区教育部门负责
人在现场观看了北新小学学生的“礼射”
表演后，深受触动：“这一运动弘扬了中
华传统文化，值得在更多学校大力推广和
提倡。”

2018 年 4 月份，国际传统射箭研习
会在成都举行，包括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知识产权专家组主席、世界著名传统箭艺
专家谢肃方在内的中、美、加、日等多国
传统射箭专家和不同流派的大师级传承人
齐集蓉城，共论传统弓的历史文化影响以
及未来的发展之道。

目前，以成都“长兴弓铺”为代表所
制造的“南弓”还有实体存世；在2006
年，“北弓”的代表、北京聚元号弓箭铺
的传承人杨文通、杨福喜父子成功将其申
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相信，
以“射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将迎
来又一次灿烂的飞跃。

弦张满月矢飞星
□ 李咏瑾

在2018年暑期档中，国产剧表现优异。其
中备受关注的网剧《沙海》，积极响应主流价值
观、弘扬社会正能量，一经播出便收获高口碑
高关注度，被称为“暑期档良心之作”。该剧讲
述了少年黎簇的成长及一系列探险故事，唱响
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年轻人不畏艰难、勇于探索
的青春赞歌。

《沙海》由灵河文化创始人兼CEO白一骢和
知名作家南派三叔携手打造。据了解，白一骢打
造了诸多叫好又叫座的精品佳作，有早期的《天龙
八部》《雪山飞狐》《暗黑者》《老九门》等，还有近期
播出的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

《假如没有遇见你》等。他的作品，不光备受瞩目，
还间接引领了整个电视剧行业的发展。

得益于父母皆从事戏剧工作的先天条件，白
一骢从小长于剧院，常跑至后台看戏。“小时候，我
语文成绩比较好，作文得分高，一直都对文字有较
高敏感度。那时母亲不时会挑选出很多词语，让
我造句，有意培养我遣词造句的能力。这一点，深
深影响了我日后的影视创作。”白一骢说。

白一骢高考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大
学四年间参加过影视剧拍摄，参与过剧本创作，毕
业那年还独立拍过片子，拿到国外参展。毕业后
第一年，他摄影、剪辑都做过，最后这些项目却由
于各种原因都黄了。他愈发觉得生存问题是首
要解决的问题，“那时候，最廉价的生存方式是写
剧本。它不需要成本，在家写就好了。为了生活，
我开始将编剧作为工作主要组成部分”。

2002年，白一骢参与了电视连续剧《天龙八
部》的剧本创作，由此迎来生命中的一次转折。此
后，主动找他写剧本的公司越来越多。不过，他又
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制作人或投资方认为他擅长
武侠，就总找他合作武侠题材的影视剧。“大家觉
得我就适合写武侠，没觉得我也能创作其他题
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创作上的局限性。
2002 年至 2007 年，我写了 5 年武侠剧。”白一骢
笑着说。

在创作了几部优秀武侠剧后，白一骢以免费
提供剧本进而可以换得做导演的机会，转型为导
演，执导了几部当时很受欢迎的电视剧。

在2013年互联网兴起过程中，白一骢开始了
新的转型，制作适合互联网影视平台播出的网
剧。这次转型，他先后制作了被誉为网剧标杆的

《暗黑者》、轻软科幻题材的《执念师》、单网破百亿
的《老九门》等作品，慢慢地他也吸引聚拢了一大
批同样有创作追求的编剧、导演等。在2016年，
他建立了灵河文化公司。

在白一骢眼中，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导演，需
要具备很强的文学修养，能将故事立体化和视觉
化地讲出来。导演同时也应该有比较好的综合素
质，懂得好故事的标准，重视剧本。“我觉得自己很
幸运的一点，是能将目前所做之事和累积的生活
经验有机契合。如今回过头审视从前的生活，会
发现，当初沉浸其中之时，或许会有些许埋怨，感
叹老天不公，而如今再看，感觉每一段经历对现在
的工作都能有助益。它们使得我对影视行业了解
得很深刻，很立体。”白一骢坦言，譬如做编剧，正
是由于干过编剧，他对剧本的重视程度会比一般
制作公司高。他平时也常常跟相关同事讲，要将
更多时间回归至创作本身。一剧之本，内容为王，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剧之本

内容为王
□ 梁剑箫 蒋愔澄

“快来推铁环哟——”
“看谁的铁环推得又快又稳！”一声

声清脆的童音在村头巷尾回荡着。
此时此景，积淀在岁月长河中的

记忆渐渐浮现眼前：一群七八岁的男
孩“一”字排开，弯着腰，右手拿着铁
环，用一根一米来长的粗铁线弯成钩
子（一头握在手中）钩住铁环用力往前
推。铁环滚滚向前，不时发出金属的
碰撞声。

少年时代，我们乡下孩子除了用木
头手枪打“土仗”，玩铁线做的弹弓之
外，最好玩的当属推铁环了。

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们
就从角落里拿出铁环和推铁环的钩
子，闪电般来到村子的开阔地上疯玩
起来。起初，一个人玩时通常慢慢
推，一边推，一边左顾右盼等小伙伴
们。一会儿，小伙伴蜂拥而至，气氛
一下子活跃起来，推铁环的劲头更大
了。虽然不是比赛，但是小伙伴们暗
地里却在比谁推得快、推得稳，没有一
个肯认输的。小伙伴们一个个弯着腰
跟在铁环后面飞跑起来，尽管跑得满
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但是觉得好
玩、开心、有趣！

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
在生产队挣工分的父母收工回家，

我们一边拭去额头的汗水，一边争论着
谁推的圈数和谁的铁环“哐当”倒地的
次数最多。争辩一番之后，各自拿着铁
环和铁钩依依不舍地“收工”回家。

其实，铁环推得快慢和铁环轻重
有较大关系。那时的铁环大多是从家
里不用的脚盆，甚至是尿桶上的“铁
线环”卸下来的。这种铁线环身骨
轻，稍不注意，就会“哐当”一声

“罢工”。同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
点，就是上面有结头。推到结头处，
铁钩子经常会卡住，一卡住铁环就会
倒地。后来小伙伴们推铁环推出了经
验，当铁钩推到结头处时猛力一推，
铁钩子迅速脱离铁环，让结头快速通
过，这样才不会卡住。

玩多了，小伙伴也推陈出新，变着
花样玩。选一个好天气，找一块开阔
地，用树枝在地上画两条长长的直线，
两线之间20厘米左右算是跑道。一次
3 至 4 人一前一后沿着中间跑道推铁
环，看谁的铁环最先出线。出线则为
输，输了要刮鼻子或学狗叫，以此作为
处罚。再后来，把直线画成弯曲的双

线，沿着弯曲的双线推铁环。这种玩法
难度可大呢，不光要比速度，还要看铁
环是否出线。通常情况是速度快的，往
往会出线，不出线的速度往往会慢，速
度快而不出线的极少。为了争当推铁
环的“高手”，有的小伙伴们开始耍滑头
了，放学后背地里练习……

不 知 是 谁 又 出 了 一 个 “ 主
意”——推铁环上台阶。这种玩法难
度更大，极少有人推得上去。有的小
伙伴的铁环 （那种铁线做的） 碰到台
阶不是“头破血流”，就是被弹回来。
印象中有一个叫小军的最有能耐。有
一次，他当着小伙伴的面，把铁环一
口气推上了台阶。大家看在眼里，羡
慕极了，一个劲地欢呼起来，向他竖
起大拇指。问他有什么诀窍，他微笑
着举起铁环，为了吸引注意力，还用
推铁环的钩子敲几下铁环，铁环随即
发出清亮而悠长的声音，那声音扩散
开来，飘得很远很远。他自豪地说，
你们看，我的铁环多沉呀，这样推起
来就不会倒地，比铁线做的铁环稳当
多了。这时，小伙伴们一个个睁开黑
亮如蜜炼药丸一样的眼睛惊奇地看着
铁环，原来是榨油饼用的钢环 （他父
亲在榨油作坊工作），厚实而沉重，难
怪不会倒地。

此后，小伙伴们都嚷着向爸爸妈妈
要钢铁环，可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如愿
以偿者寥寥无几，大多数小伙伴推的还
是那种铁线环。尽管这样，每天放学
后，我们依旧玩得满头大汗，欢笑声和
清脆的童音依旧在空中回响……

推铁环
□ 刘立新

每一箭都是新的，都是你当下内心的写照和人生的真实反映

小伙伴们一个个弯着腰跟在铁环后面飞跑，尽

管跑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但是觉得好玩、开

心、有趣

在江西省遂川县，近年来，民间收藏逐渐热了
起来。盖因这里建县历史悠久，又是革命老区，
红、古资源丰富。最早的民间收藏起源于上世纪
80年代。

2016年，遂川成立了民间收藏协会，兴起了
古玩市场。每月25日，还确定为固定交易日，吸
引着湘赣两省，吉安、赣州、郴州三市大批收藏爱
好者“淘宝”。

市场里，人来人往，既有开店坐守的老板，也
有“铲地皮”（民间对走村串户地收藏品的俗称）后
摆摊儿的。一般钱物现场交割，以物易物极少。
几乎所有民间收藏爱好者，初期都经历过“铲地
皮”阶段，只有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滚雪球般壮
大后才坐庄。

能够“淘”到真品，且价格低、物超所值，是令
所有收藏爱好者争先恐后的原因。民间收藏发展
初期，交通和通讯极不发达。收藏爱好者们不管
雨雪风霜，骑着老式自行车“铲地皮”。他们带上
饼干和矿泉水，伴着朝霞出门，越是偏僻的山村越
要钻，因为这里更容易淘到老物件儿。饿了，就啃
几口干粮；渴了，就灌几口矿泉水，个中艰辛，普通
人难以想象。

对当地最大的民间收藏者梁小平来说，“铲地
皮”是一段难忘又心酸的时光。

当年在村里碰到家境殷实又有藏品的，主人
有时会用异样的眼光审视，似乎质疑他有坑蒙拐
骗的嫌疑，甚至挥手下逐客令：“我家没东西收！
出去出去！”每当这时，他总会深吸一口气，平复情
绪，用客家话说，“本人不偷不抢，不强买强卖
……”质朴的言语，慢慢打消了主人疑虑，自己也
逐渐积累起信誉。靠着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梁小
平完成了藏品的原始积累，在草林镇开了一家民
俗博物馆，在吉安、遂川也开了2家藏品门店。

梁小平坦言，“铲地皮”是民间收藏爱好者的
入门阶段，往往最容易上当受骗。

就拿古瓷器来说，经历了年代洗礼和辗转，稍
有磕碰就变成残件。修补后再“复窑”烧制，足可
以假乱真。转手卖给收藏者，外行很难看出来，两
者差价甚大，收藏者可能会多花数倍的价钱。

还有“托儿”，在收藏行话叫“埋地雷”。如张
三喊来收购商李四，说王五家有个好物件儿，你一
准儿喜欢。其实，张三才是真正的物主，和王五早
说好了价，事成后按比例分钱。

在民间收藏界，难道处处套路，防不胜防吗？
那民间收藏爱好者的快乐从何而来？

最大的快乐，就是“捡漏”了。这“漏”，还得是
从“铲地皮”那“捡”的。低价买到家后，通过查找
资料，发现物件儿实际价值（以年代、工艺、历史价
值、是否为名人所做等为参考指标）远超买价。

梁小平比较满意的一次“捡漏”，是购得一块
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冬月的匾，上刻有“德寿齐眉”
四个大字。经查阅相关文献，此为清道光十五年
高中状元，也是江西最后一个状元刘绎送给长辈
的寿匾。当初以2400元的价格购入，收藏四五年
之后，以十余倍的价格售出，可谓捡了个“大漏”。

运气好能“捡漏”，不走运时，就会被“捡漏”，
与好藏品失之交臂。有一块民国牌匾，当初梁小
平以600元购入，因未做细致研究，仅以1000元
售出。后来，此匾辗转被某地方博物馆收藏，市值
已达数万。

梁小平直言，在民间收藏界，“捡漏”与被“捡
漏”皆是缘，知足常乐，保持良好心态十分重要。

“入行时，看到喜欢的物件，要先判断年份，经
验不足的新手，很容易多花冤枉钱，买到高仿品。
这时，要有专业的眼光和大量的知识储备，不要太
过轻信别人。”梁小平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毕业后
从医，入行后边做边学，还买来专业书恶补。一本
厚厚的县志，已被翻得边边角角打了卷。

每次草林集日，梁小平就会打开民俗博物馆
大门，免费向四方来客开放，让他们一睹藏品真
容。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唐朝孔雀玉脉枕（残
件）和宋朝瓷枕。

问及当年腾出数百平方米的祖屋建民藏馆，
梁小平说目的很简单也很实在，就是要把见证历
史的老物件传承下去。作为“60后”，他对毛泽东
主席感情很深，这类画像、像章、雕塑很多。

藏品里，与红色文化有关的占了一半。不少当
地老人都会带着儿孙过来追忆过往岁月。每次，梁
小平总要清扫好客厅，泡上一壶好茶。他尤其喜欢
与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聊天，从毛泽东开辟红色圩场，
聊到草林暴动队；从六条枪闹革命，聊到红军红袖
章。他说，民藏就像一本书，永远也读不完。

18年的坚守和心血，梁小平已经累积了上万
件藏品。大浪淘沙，经历了岁月洗礼的藏品默然
无声，还原着历史原本的面貌，必将一代代地传承
下去。

收藏就像一本书

□ 李书哲 刘祖刚

大浪淘沙，经历了岁月洗

礼的藏品默然无声，还原着历

史原本的面貌，必将一代代地

传承下去

日前，北京自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出24小时公益书屋“如牧书屋”。该书屋位于北京东城区协作胡同内，
朱红色的大门与百年胡同的古风貌交相辉映。书屋面积约200平方米，目前拥有中英文书籍逾千册，按照生活
味道、个人成长、商业万象、美的修养、到处走走、思想沉淀、虚度时光七大场景化主题分类，并在连廊中放置精
选书籍，到店客人均可免费阅读。

如牧书屋是自如无界生活空间Z-SPACE的一部分，周一至周日10时到22时向到店全体客人开放借阅。
如牧书屋发起了1万册图书征集令，捐赠3本图书可以获得一张书友卡。 亢 舒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