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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聚焦·指尖上的济宁 周
末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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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穿城而过，济宁因水而兴，古今商贸
往来繁盛，涌现出无数能工巧匠。这些工匠都是
技术高超，凭手艺生存的人，若是没点把式，吃不
上这碗饭。他们专精各自领域，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而且行行都有自己的技术和规则。

因这两个特点，很多工匠都有了鲜明的体貌
特征。在岁月长河中，大家逐渐忘了他们的原
名，只记住了姓氏和他们的手艺，这样就组成了
人们口口相传的工匠的名字，比如竹笼张、王剪
子、朱大刀……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就是这个朱大刀的故
事，他就在任城区盛泰桥一侧的树荫下摆摊。

盛泰桥是在原小闸口桥的桥基上重修的，不
少老济宁人还会叫“小闸口桥”。过去的大闸口
桥、小闸口桥和草桥口，都是济宁知名的地标，地
名好记，辨识度极高。济宁方言喜欢省略着说
话，说吃饭就问“吃不？”回“吃”或“走”就是同意，
回“不吃”或“不”就是不行，多说一个字都难受。

所以，问“盛泰桥边的朱培忠”，大家都不知
道在哪，一说“小闸口桥的朱大刀”，大家都门儿
清。朱大刀摆摊，就几个家伙山。一个推车，里
面装着模具；几块自制的石器，用来磨刀；一盆
水，也是用来磨刀的；一个箱子，里面有各种工
具；还有一个躺椅，能坐能躺。离摊子最近的树
上，绑着一块木牌子，上书“济宁朱大刀”5个字。

朱大刀名叫朱培忠，1945年生人，今年虚岁
80了。1945年的太白楼南边运河沿岸，各类商
铺林林总总，好不热闹，朱培忠就出生在运河北
街。这里全是铁匠，朱培忠的父亲朱克明，也是
其中之一。

朱克明是1915年生人，2001年去世，享年
86周岁，曾是老运河边闻名的刀匠。13岁时，朱
克明就跟随济宁传奇铁匠李庭元学习打皮铲。
李庭元的手艺从清朝光绪年间就出名，不只是在
济宁有名，顺着运河走的沿岸城市，不少人都知
道，所以称之为“传奇”。

名师出高徒，朱克明也成了做刀铲的大

师。当时济宁毛皮业发达，内销和外贸出口名
扬世界。济宁本地回民开办了皮厂，朱克明就
给皮行和皮厂做皮铲。处理毛皮必用的工具就
是皮铲，锋利、顺手，效率自然就高。朱克明做
的皮铲，质量是公认的，不然也不会成为皮厂指
定的刀匠。

1960年，国家允许个人“单干”，朱克明就成
了个体工商户，从家门口支一个烧炭的炉子，做
起了锅刀和铁铲的买卖。和规模较大的行当不
同，自己单干的工商户，往往不需要挂牌，家门口
有家伙山为记，世人自然知道是做什么的。15
岁的朱培忠，这时候就跟随父亲边学手艺边做买
卖了。

1964年搞“四兴”，朱培忠被分配到了济宁
市第一五金厂，负责锻打菜刀，打好的菜刀定向
交给供销社。正是因为朱培忠，这段时间的菜刀
品质特别好，锋利、耐用，广受人们喜爱。也是因
为菜刀的材料是从北京宝山钢铁厂进的，叫“复
合钢”。现如今科技进步了，网上卖的刀反而不
耐用。用了朱培忠的话说，这是因为机器虽然省
了劳动力，但不如手工磨的精细，把控程度也没
有人工的细致。

1980年，朱培忠和家人依然做着大刀的生
意，依然是家门口，有明火的炉子，烧出来的刀磨
得更加锋利，广受用户喜爱。生意不错，一天挣
个10块钱、20来块钱很轻松。这时，就已经有

“朱大刀”的名号和牌子了。再后来，朱培忠又去

工商局注册了商标，让大家找他更加方便。
1995年，朱培忠办了内退，2000年正式退

休。他先去了邹城市太平镇北亢村，这是他父亲
的老家，父亲的不少徒弟、徒孙仍在做刀。朱培
忠既做技术指导，又做经销商，帮着大家把做好
的刀带到济宁去卖。

现在朱培忠的摊子，仍挂着“朱大刀”的牌
子。从厂里进来的模具刀，上面印着“济宁朱大
刀”几个字。打磨需要的步骤不少，先用卡子固
定住刀，再放在磨刀石上磨。磨之前要沾水，先
粗磨，再放到另一块磨刀石上细磨，再细看有无
瑕疵。

磨好的刀锋利无比，刀锋呈一条直线，用手
稍微触碰就有刺痛感。家里用的厨刀，小一些的
卖40元，大一些的卖45元；饭店里用的刀，小一
些的卖50元，大一些的卖55元。比网上卖得
贵，但物超所值，不少市民、厨师都慕名前来。

朱培忠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965年出生，小
儿子1973年出生。或许是经常磨刀锻炼的缘
故，朱培忠家人都长寿。父亲朱克明80岁患病，
朱培忠照顾了6年后，老人去世。朱培忠的母亲
90岁去世，也是高寿。朱培忠的老伴现在离不
开人照料，两个儿子和几位亲人轮番照顾，才让
朱培忠有时间出摊。

在济宁唯一坚守着纯手工磨刀的“朱大刀”，
在即将80岁的年纪，能为社会、为家家户户再磨
上几把好刀，这让朱培忠倍感幸福。

小闸口桥边的朱大刀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7月8日，由中韩美
术协会、中韩地区经济
协会、中国中名联集团
共同主办的“中韩建交
32周年纪念艺术交流
展”活动，在韩国国会
隆重开幕。受邀参加
此次活动的，有韩国国
会议员，也有中韩数十
位知名书画家、企业
家。

其中参加活动并在
展会发言的书法家王悦
强，字仲毅，号朴平，斋
号真元堂，1957 年出生
于济宁市嘉祥县大张楼
镇。他是文化部艺术发
展中心鸟虫篆艺术研究
院秘书长，也是鸟虫篆
艺术研究院院长王祥云
的大弟子，鸟虫篆第四
代传承人，全国鸟虫篆
考级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王悦强还是中国
国宾礼特供艺术家，中
国名家艺术联盟签约
书画家，北京鸟虫篆文
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特聘高级顾问，中华志愿者协会理事，山东
理工职业学院特聘客座教授。

在接受《文化周末》记者专访时，王悦强
介绍，他从8岁时跟父亲学习书画和飞白鸟
虫书，是飞白鸟虫书第三代传人。

距今9000年前，贾湖古人在龟甲、骨器、
石器和陶器上刻写的符号，延续着中国古人

“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的文明史。鸟是远古
人类崇拜的神，古人借助鸟的神通，将鸟与文
字结合，与天地交往，与神灵和祖先沟通，祛
邪纳福，创造了中国文字艺术鸟虫篆。

鸟虫篆作为中国古文字艺术，起源于商
周时期，是由图腾文、甲骨文、金文演变而来
的一种特殊书体，主要出现在青铜器上，是
青铜文明的象征。

提到民间鸟虫篆并不流行的原因时，王
悦强解释道：“鸟虫篆是贵族文化、吉祥文
化、宗教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并未在民间普
及。鸟虫篆是中国书法艺术源头之一，是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鸟虫篆在古代应用于符节、书信、仪仗、
礼器、生活用具、建筑构件，大量的史料记载
和出土文物证明，鸟虫篆从商周到秦汉使用
了 1200 多年。如果从图腾文字算起，有
6000余年的历史。

鸟虫篆是书手刻意追求的一种崭新艺
术意念，形虽华美，而不逾矩。郭沫若、容庚
等古文字学家认为，鸟虫篆是中国书法的源
头之一。鸟虫篆是先民们用文字艺术形式
讲述故事、表达心声、畅想未来而进行的文
化艺术实践活动。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
术表达，传递了古代文明的基本资讯，是解
码古代文明的秘密钥匙。与其他文化艺术
形式一道，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者、
参与者、传承者和贡献者。

鸟虫篆书法利用笔势顿挫，于屈曲蜿蜒
中表达书写者刻意追求的一种崭新艺术理
念。整体造型匀称多姿，丰纤有致，形华美
但不失规矩严整，在书法艺术之中另辟蹊
径，独显光芒。

鸟虫篆书法盛行于青铜器铭文书体中，
曾引领商周时期中国文字艺术的方向，创造
了青铜时期的辉煌，是诚实守信文化的原
点。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秦始皇废除六国文
字，独把鸟虫篆保留下来，成为大篆、小篆、
刻篆、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8种通用
文字之一。汉代也将其作为古文、奇字、隶
书、左书、缪篆、鸟虫书6种通用文字之一使
用，可见对鸟虫篆的重视。

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中，鸟虫篆艺术
将神奇美好的造字故事，浸润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里，储存在生活的寻常日子里，融化在人
们的血液里，形成了中华民族生命的底色。

这些制作在不同载体上的文字艺术，既
悬浮于苍穹，又深藏于人世。从古至今，一
代又一代人总是把自己的情感和期盼，以及
理解和创造，融入文字本体，赋予更深远、广
阔的文化历史背景，把现代人带入到对文化
初创的追溯中 ，达到贯通古今的勾连，拥有
共同的民族文化记忆。

王悦强的鸟虫篆书法艺术，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不断创新、创造。
形神兼备的鸟虫篆，既有篆书的磅礴气象，
又有鸟虫的灵巧姿态，二者在交融中到达了
全新的境界。王悦强表示，希望自己能不断
突破，不断进步，把鸟虫篆艺术和济宁文化
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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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达中国香文化重要载体的香具，依香
而生，经历了数千年朝代更迭的演变，是中国千
年物质文化的凝结，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成
为陶冶性情和提升审美的重要工具。

熏香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远古时期，用燔木祭天和用艾草驱虫，
已是先民们的普遍习惯。我国最早关于熏香的
文字记录，出现在商周时期。据《周礼》记载：“以
莽草熏之，凡庶虫之事。”莽草是西周时期盛行的
一种香草作物，点燃有清香。

至商周晚期，以祈福消灾、教化民众、维护宗
法制度为目的的广泛祭祀活动，更进一步推动了
焚香文化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佩香不仅是一
种习惯，更成为一种礼仪。在晚辈拜见长辈时，
佩香囊是必不可少的。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极
大丰富了我国的香料资源，制香技艺也进一步提
升。后来熏香不仅出现在祝祷求福佑的庄重场
合，也开始渗透日常生活。

到了宋代，焚香已同点茶、挂画、插花并列为
四般闲事，成为怡情养性的重要内容。写诗填词
要焚香，抚琴赏花要焚香，宴客会友、独居默坐、
案头枕边、灯前月下都要焚香。

陆游《闲中偶题》“客来拈起清谈麈,且破西
窗半篆香”，许棐《题常宣仲草堂》“客来无可款，
石炉添水沉”，都描述了文化雅士在香气中闲坐
畅谈的情境。文人读书宴庆时要焚香，闲居时也
有烧香的习惯，这被称为“燕居焚香”。

许多南宋诗人都写到燕居焚香的生活趣
味。例如，陆游在《初夏》写道：“床有蒲团坐负
墙，室无童子自烧香。”就是诗人点香的经历。古
人还将品香与品茶联袂，明代文震亨编写的《长

物志》中，就有“香茗”一节，记载了明人焚香伴饮
的6种情趣：谈玄悟道时，能提神醒脑；晨钟暮鼓
时，可舒抑解郁；吟诗困倦时，可去困解乏；儿女
情长时，有助于享受温情；雨天闭门时，能解慰寂
寥；宿醉熬夜后，能使身轻舒爽，润肺甘喉。

熏香带来的日常器具和艺术珍品

与熏香文化相伴而生，各式香具也随之而
来，且极其丰富多样。不仅涵盖了简约实用的日
常器具，也出现了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这反映了
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工艺技术与审美追
求。这些香具既有古朴典雅的青铜器，也有精美
绝伦的瓷器，更有富于异域风情的金属香具，充
分展示了古人对生活美学和精神享受的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室内焚香的出现，所用
之香具得以形成。两汉时期，熏香风气从宫廷皇
室贵族扩展到平民，出现了大量炉身较浅，用于
熏燃草本植物的豆式熏炉。炉盖和炉身有进气
孔，便于香材充分燃烧。

丝绸之路开启后，树脂类香料进入中国，带
来香具形制的变化，博山炉开始流行，用以炭火
熏燃树脂香料。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精细化的
生活使熏衣、熏香成为时尚。佛教的影响，也逐
渐体现在香具制作中。

唐代，因外域文化融合，佛教兴盛，用香增
多，香具也极度奢华。许多异域风格的金属香
具，就出土于法门寺、何家村和沙坡村等地，敦
煌、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也有大量香具形象。唐代
的熏炉造型趋向多元化，通常采用真实存在的，
或者想象的飞禽走兽，比如狮、鸭、鸳鸯、狻猊、麒
麟形象等等。

宋代的崇文氛围和禅学兴盛，产生了符合文
人美学的香具体系。金石考古学的兴起，使青铜
器作为香具使用成为风尚。随着制瓷烧制工艺
的精进，仿青铜器造型的瓷质香具流行，用香人
群也从王公贵族扩展到士人平民。市民情趣香
具的大量出现，是宋代香具发展的另一个方向，
香具形式也变得非常丰富。

明代香事活动以世俗情调为主，焚香成为常
态化生活方式，流行使用“炉瓶三事”组合。宣德
年间，宣德炉广受青睐，形成了赏炉文化。在陶
瓷香炉造物方面，清代达到新的辉煌，品种、器
形、纹饰、色彩都丰富多样。

不同朝代的铜熏炉和香炉

形象生动的狻猊造型。狻猊，是中国古代神
话中的神兽，也是“龙生九子”中的第五子。它形
似狮子，孔武有力，性子却与外貌相反，与囚牛痴
迷音乐、睚眦酷爱刀剑、饕餮喜爱食物等不同，它
喜静不喜动，好坐，喜欢烟火，遂衍生出狻猊好香
火，专在香炉上吞云吐雾的形象了。

古人相信，拥有瑞兽形象的器物，象征着好
运、富贵、长寿等积极意义，能够带来福气和驱除
邪灵。因此，狻猊香炉不仅是一种实用器具，更
被视为一种吉祥物。既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神兽
形象的想象，又反映了人们对神话、传说中动物
的崇拜和敬畏。

在佛教文化中，狻猊常被视为护法神兽，能
够驱除邪恶。狻猊形铜熏炉从日常器具演变为
带有宗教象征意义的文化器物，常用于佛教供
养、诵经计时，以及陪葬等场合。在故宫博物院
藏的宋代《维摩演教图》中，就可以看到，一尊置
于香几上的狻猊莲花香炉，正升起袅袅香烟。

济宁市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有趣的动物形香炉
——明狻猊形铜熏炉，高19.8厘米、宽8.5厘米，由
青铜材质制成。铜炉整体呈狻猊形，其头部高昂，头
顶端有一只高耸的角，口部大张，露出锋利的牙齿，
眼睛圆睁，似乎正在咆哮，充满了力量与生气。尽管
腹部造型简洁，依然可以看出狻猊的雄壮体态。

狻猊造型前肢直立，细节处理注重表现肌肉
的轮廓感，给观者结实、稳重的感觉；后肢较前肢
更为厚重，看上去粗壮有力。这种设计有助于分
担熏炉顶部的重量，使其更加平衡。后肢略微弯
曲，仿佛随时准备跃起，呈现出蓄势待发的姿态，
赋予狻猊形象更多的生命力和动感。

狻猊爪子栩栩如生，前爪尖锐且锋利，4根
指爪清晰可见；后爪比前爪更加粗壮，4根指爪
呈现出强大的抓握力，象征着狻猊的威猛与力
量。熏炉以稳稳着地的四肢与四爪为支撑点，这
样的设计，既起到了稳固熏炉主体的作用，又避
免呈现出头重脚轻的视觉效果，增强了艺术表现
力。相比其他狻猊形香炉或铜熏炉，制作工艺可
能不够精美细致，或造型显得不那么生猛威慑，
但有一份独特的俏皮可爱，富有艺术感染力。

巧妙的结构设计。这件狻猊形铜熏炉，不仅
将香炉整体制成动物形，而且利用动物身体结构
巧妙出香，体现了匠人的精湛技艺，也让观者眼前

一亮。它的头部作为炉盖，身则是炉体，炉盖与炉
身用精巧的合页连接，打开便可以放置熏香。不
仅便于操作，也保持了狻猊形象的完整性。

狻猊形铜熏炉内部空间，也是精心设计的，
以确保香料充分燃烧。在炉体中放入香料，香气
就从狻猊张开的口中悠悠升起，弥漫在空气中。
这一设计不仅实用，还极具观赏性。

南宋周麟之《破虏凯歌二十四首》写道：“七
宝为床坐殿衙，金貌双立喷飞霞。”想象一下，缕
缕青烟从狻猊口中四处飘散，仿佛能感受到它在
呼吸，仿佛它有了生命，何其妙哉。

朴实的装饰纹样。这件铜熏炉的装饰纹样，
十分朴素平实。面部和头部周围鬃毛的纹理，采
用细致的线条雕刻而成，层次分明，展现出流动
感和立体感，强化了狻猊的表情和神态。炉身两
侧有螺旋纹饰，运用平滑线条雕刻而成，呈现出
流畅的曲线美感。腹部和腿部，可见曲线与弧线
组合，贴合炉身的造型结构。这些细节纹饰的设
计，赋予熏炉整体和谐的美感，也体现了工匠对
细节的关注和精致的雕刻技艺。

明狻猊形铜熏炉的生活美学价值

展现物质生活情趣。在中国古代，拥有生活
美学智慧的人们，赋予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深意，
将生活演绎成艺术。生活美学的审美传统，深深
融入器物的创造之中。

从最初的钵罐缸盆，到秦汉的砖瓦，再到宋
元明清的瓷器，每一件作品，都追求器物造型的
雅致、釉色的婉约，以及装饰的精巧，无不展示出
人们生活美学的智慧。

熏香能够陶冶性情、提升审美，狻猊形铜熏
炉作为熏香文化的载体，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审美
情趣，还反映了对生活与艺术的融合之道。

追求精神生活寄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物
品不仅被用于观赏和实际用途，还要能够与身心
互动，从简单的玩乐与日常使用，逐步演化为深
深触动内心的体验。“美物”不仅带来愉悦和满
足，更能激发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共鸣。

古人常说“托物言志”“以物表情”，说明物品是
“寄情”的载体，不仅可以承载人们的情感和思想，
还能用来表达内心深处的志向、情感和价值观。

古人通过熏香这种仪式性的活动，提升了审
美能力和精神境界，体现了“以香养性”的生活智
慧。狻猊香炉的设计中，常融入自然元素，比如
各类动植物、卷云纹等装饰，体现了古人对自然
的崇敬和热爱。

这种人文与自然的融合，不仅增强了器物的
美感，还反映了古人追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
哲学思想。古人将自然之美引入日常生活，丰富
了生活的层次和质感，体现了对物质和精神双重
需求的追求，反映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①济宁市博物馆藏明狻猊形铜熏炉
②古画中展现的古人用香生活
③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的狻猊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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