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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南博馆藏春

秋戈的主人

南京市博物馆
!

南京博物

院内都珍藏着吴国的冷兵器
"

市博收藏了一把古代矛上的

钩子
"

而南博收藏了一把春秋

时期陶吴出土的
#

戈
$ "

戈上

还有铭文
%

那么
"

谁是这支戈

的主人
&

他是高手吗
!

"#$$

年前的春秋时期
%

是一个大侠辈出
'

武力定天下

的时代
"

盛行剑
!

戈
!

矛
!

戟各

种冷兵器
(

当时的南京一带
"

是吴国的领地
(

吴王阖闾尊崇

剑客
( )

上有所好
"

下必盛

焉
$ "

吴国的很多百姓都习

武
"

以期获得官府的赏识
(

历史记载
"

吴王阖闾为保

住王位
"

派大臣伍子胥找来了

侠客要离
"

命他刺死自己的对

头公子庆忌
(

这一番行动很有

电影
*

英雄
+

中无名刺秦王的

惊心动魄
%

和
*

英雄
+

不同的

是
"

剑客要离失去妻子并断了

一只胳膊后
"

得到庆忌信任
"

终于成功地用矛刺杀了庆忌
%

想争霸天下的吴王阖闾

本人就非常喜好剑术
"

他曾召

来当时最有名的铸剑师干将
'

莫邪夫妇铸出两把宝剑
"

雄剑

叫
)

干将
$ "

雌剑叫
)

莫邪
$ %

阖闾的接班人夫差
"

同样

爱好武艺
"

他也有称霸天下的决

心
%

夫差深知
,

取胜之道
"

离不

开锋利的兵器
%

于是他派人找

到当时的铸造高手
"

铸造了大

量铁矛
'

剑器
"

那些矛就是
#

夫

差矛
$ %

夫差本人使用矛
"

他手

下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使用矛
%

后来
"

卧薪尝胆的越王勾

践打败了吴国
"

之后
"

越王派

范蠡在南京筑越城
%

范蠡的到

来
"

不仅巩固了南京尚武的传

统
"

而且把越国的武术和兵器

也带来了
%

夸张一点说
"

春秋时期的

苏州
'

南京一带
"

时不时要上演

刀光剑影的战争
-

而那些穿着

平常服饰
'

貌不起眼的路人
"

也

许就是行走江湖的侠客
%

"

武术
#

一词发源

于南京

*

三国志
+

中记载
"

东吴

定都南京
"

孙权麾下聚集了很

多好汉
%

这个时候的武林已经

有了因地域而形成的派别
"

好

汉们聚在一起
"

上演了一出热

闹的武林大会
%

这些好汉中就有凌统
'

甘

宁
'

吕蒙三员大将
%

凌统与甘

宁有杀父之仇
"

所以
"

虽然同

在孙权帐下
"

凌
'

甘二人却矛

盾很深
%

一次
"

甘宁和凌统在

吕蒙那里聚会
"

酒酣耳热
"

凌

统起立舞刀
%

见凌统有意挑

衅
"

甘宁也站起来说
,#

我能

舞双戟
. $

眼看两人兵刃相接
"

吕蒙

大步挡在中间
"

说
,)

甘宁虽能

舞
"

还是不如我舞得精妙
( $

于是
"

操刀挟盾
"

将二人分开
(

一场血雨腥风就此避免
(

到了东晋时期
"

大将祖逖

的英雄事迹更为南京武林添

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闻鸡起

舞
!

中流击楫
"

这两个家喻户

晓的成语就和祖逖有关
(

史书

对于祖逖的武艺记载并不多
"

但他那种兼济天下的情怀
"

却

为武林留下了典范
(

南朝时期
"

颜延年诗中写

道
,)

偃闭武术
"

阐扬文令
( $

第一次提出了武术的称谓
"

此

后
"

这个词从当时的都城南京

流传开来
"

渐渐深入人心
(

而

南朝时期
"

南京民间习武的风

气依旧很盛
(

在梁代
"

南京城还出现了

一本
)

武林秘籍
$*

马槊谱
+ "

简文帝萧纲亲撰
*

马槊谱
+

并

作序
(

从此
"

南京武术由口头

相传进入书谱传承时代
(

六朝时期
"

还有一个人不

能不提
"

那就是前面讲的达摩
(

不过
"

达摩
)

一苇渡江
$

的故事

毕竟是传说
"

而据近代人考证
"

所谓达摩创拳
!

传拳的说法也

多是穿凿附会
!

不足为凭
(

那么
"

在真实的生活中
"

到底有没有人会练成达摩这

样的轻功呢
(

上海体育学院的

郭志禹教授这样解释
,)

通过

长期的训练
"

练武之人的本领

确实比一般人高出许多
"

他们

可以轻松地攀高
"

跳跃
(

过去
"

那些身手敏捷的大侠
"

在一般

人眼里就是功夫了得
(

再经过

文学作品的夸张
"

他们的功夫

就被神化了
( $)

其实
"

我们今

天的特警
!

消防战士
"

或者跳

高运动员
"

要放到过去
"

那简

直就是大侠中的大侠
( $

梁山好汉有四人

出自南京

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中
"

有四人的籍贯在南京
(

他们是

铁笛仙马麟
!

拼命三郎石秀
!

神医安道全和活闪婆王定六
(

*

水浒传
+

中
"

石秀使的

兵器是棍棒
(

他和结义兄弟杨

雄合开猪店
(

一天
"

杨雄的妻

子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私通
"

被石秀看破
"

告诉了杨雄
(

第

二天
"

潘巧云设局诬赖
"

说石

秀调戏她
-

杨雄偏信自己的老

婆
"

与石秀有了隔阂
(

后来
"

石

秀杀了裴如海
(

杨雄这才悔

悟
"

把潘巧云骗到翠屏山
"

把

她杀死
"

与石秀同奔梁山
(

活闪婆王定六家中排行

第六
"

因为跳得快
"

人称
)

活闪

婆王定六
$ "

平时爱好弄枪使

棒
"

在江边卖酒度日
(

张顺奉命

去请江南名医安道全替宋江治

病
"

不想在扬子江被张旺谋财

害命丢入江中
(

张顺从水中潜

出游到王定六的酒店
"

得到王

定六相助
"

请回神医安道全
(

王

定六跟着张顺上了梁山
"

是梁

山第一百零四条好汉
(

地灵星神医安 道 全 在

*

水浒传
+

中医术高明
"

人称

)

当世华佗
$ "

是梁山第五十

六条好汉
(

宋江率兵攻打大名

府时背上生疮
"

病势沉重
"

便

回师梁山泊
(

吴用给张顺百两

黄金去请建康府神医安道全
(

安道全迷恋娼妓李巧奴
"

不愿

随张顺去梁山
(

张顺杀了鸨婆

和巧奴
"

在墙上写下
)

杀人者

安道全
$ (

安道全无奈
"

只得

随张顺上了梁山
(

*

水浒传
+

中的马麟
"

籍

贯是金陵建康
-

吹得双铁笛
"

使得好大滚刀
"

百十人近他不

得
-

因此人都唤做
)

铁笛仙
$ (

这个
)

铁笛仙
$

与
)

一丈青
$

扈三娘交战
"

四把短刀上下飞

舞
"

好像风飘玉屑
!

雪散琼花
"

使梁山头领对马麟刮目相看
(

可惜
"

这四条好汉
"

正史中

都没有记载
"

是作者杜撰出来

的
(

不过
"

从作者的这种杜撰来

看
"

宋代的南京
"

练武的人应

该比较多
(

有趣的是
"

从传说

衍生到现实
"

北宋时期
"

南京

的高淳产生了一种武术
///

打水浒
(

至今
"

还在民间流传
(

朱元璋当皇帝前

是摔跤高手

明朝定都南京
"

洪武大帝

朱元璋治理天下提倡文武兼

备
"

而他本人武艺也不错
(

朱元璋没有发迹时
"

有次

进香回来
"

在路上
"

恰遇滁州陈

也先登台坐擂
"

称自己打遍天

下无敌
(

朱元璋跃上擂台
"

与陈

也先角胜
"

不几个回合
"

朱元璋

便把陈也先摔下了擂台
(

明代皇宫中摆宴作乐时
"

也常请人表演摔跤
(

历史记

载
"

明正德七年
"

喜好游乐的

武宗朱厚照在西内练兵
"

命令

边将江彬等率兵入内
"

习阵

营
!

校骑射
"

练习摔跤
(

江彬是

边镇的军官
"

他的部下大多是

西北地区的边兵
"

一个个身材

魁伟
"

孔武有力
(

武宗南下游

南京时
"

江彬随驾
(

到了江南
"

江彬的部下骄

横跋扈
"

百姓纷纷怨愤
(

御史

乔白岩对此十分不满
"

他从南

方教习中选取矮小精悍的一

百人
"

每天专找江彬所领的兵

士约到校场比试
(

江南人矮小

敏捷
!

行走如飞
"

而北方人高

大粗壮
!

行动较慢
"

刚一交手
"

就被南方人撞到肋骨或者腰

胯
"

然后翻身倒地
(

明朝的一些书籍中记载
"

清明时节
"

南京的秦淮河畔就

有摔跤表演
(

在锣鼓喧天的表

演中
"

隐约透着争斗的杀气
(

江南大侠甘凤池

自创
"

花拳
$

在梁羽生
*

江湖三女侠
+

中
"

江南大侠甘凤池是吕四娘

的师兄
"

同为崇祯皇帝之女

长平公主
0

江湖人称独臂

神尼
1

的弟子
(

梁羽生笔

下的甘凤池一身正气
"

带领吕四娘
!

唐晓澜闯入铁扇

帮巢穴
"

救出师弟白太官和鱼

娘
"

踏平铁扇帮
"

帮唐晓澜澄

清不白之冤
(

民间曾经盛传
"

甘凤池是

乾隆
)

六大御前护卫
$

之一
"

曾随乾隆下江南巡察
(

一天
"

乾隆等人来到郊外
"

当时正值

盛夏
"

天气炎热
"

乾隆感到口

干舌燥
"

急需喝水
(

但那里是

偏僻山区
"

杳无人烟
"

大家寻

找
"

都没发现有水
(

后来
"

甘凤

池找到一口
)

枯井
$ "

甘凤池

使出内家功夫
"

让井内冒出了

水
"

而且井内的水一直高达井

沿
"

博得龙颜大悦
(

为此
"

乾隆

还特地为甘凤池提笔御赐

)

拳师神勇
$

四字
(

历史上
"

南京确实出过一

个大侠甘凤池
"

他生活在清康

熙
!

雍正年间
"

精于内外家拳

术和剑法
( *

清史稿
2

甘凤池

传
+

记载
"

甘凤池的武功有点

像
)

太极
$ "

善借力打力
"

具内

家独到本领
"

兼有
)

主于搏

人
$

的外家之长
(

康熙年间
"

甘

凤池客居京师某王府
"

与力士

角力
"

一下就胜了
(

他是清初

八大拳勇之一
(

甘凤池还创造了南京土

生土长的花拳
(

甘凤池一生志

在反清复明
"

行侠江湖
"

人称

江南大侠
(

因此
"

许多传奇故

事就把他和赫赫有名的
)

雍正

无头案
$

联系了起来
(

杨宝庆扁担挑飞

大刀

提起民国时期南京武林

人物
")

杨小辫子
$

杨宝庆可

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

其名

气不仅来自他从晚清到
&'()

年以
'"

岁高寿去世时一直都留

着的辫子
"

更来自其充满传奇

色彩的高超武艺和侠肝义胆
(

杨宝庆是回族人
"

身高约

一米九
"

因在家中排行老三
"

故人称
)

杨三爷
$ (

杨宝庆出

生地山东济南西关是中国查

拳的发祥地之一
"

他深得清末

一代查拳名师杨鸿修真传
"

一

杆大枪闻名大江南北
"

绝技名

为
)

滴水连珠
$ (

&'&$

年
"

杨宝庆来到南京

后
"

住在下关
"

每天担着筐去

江北卖菜
(

&'&(

年
"

冯玉祥率

西北军一部驻扎浦口
(

一天杨

宝庆卖完菜
"

扛着扁担看部

队操练大刀
(

冯玉祥发现
"

这个高大的汉子边看边笑
(

)

上来跟我的教官试试
( $

冯玉祥说
(

上场后
"

杨宝庆

手持扁担
"

一招
)

滴水

连珠
$

就将对方

手里的大

刀给挑飞了
(

关于
)

杨小辫子
$

流传最

广的佳话
"

当数他戏斗汪伪

)

外交部长
$

褚民谊的故事
(

那一年清明
"

褚民谊在雨

花台放风筝
"

其蜈蚣形状的风

筝刚上天
"

旁边不远处升起一

只色彩斑斓的大虎头
(

褚民谊

要手下把长蜈蚣打近那只虎

头
"

意在让人比较出他的风筝

更气派
(

正在此时
"

放虎头风

筝的
)

杨小辫子
$

将手肘上下

一抖
"

虎头立刻打起
)

招
$

来
"

在天空画着圆圈
"

透着劲道向

长蜈蚣撞去
"

百尺来长的龙头

蜈蚣被撞成好几截
"

纷纷飘落

下来
(

原来那天
)

杨小辫子
$

有备而来
"

虎头风筝的前方绑

着很多锋利的钢刀片
"

他是存

心要
)

涮
$

一下这个大汉奸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

杨小辫子
$

以教拳为业
"

在

南京武术界声望极高
(

晚年杨

宝庆将平生所学
"

尽传于其嫡

传弟子殷长富
"

使杨派查拳得

以发扬光大
(

#0

年前
%

国考
$

排

定金陵武术高手榜

刘云龙
"

男
"

擅长铁砂毒

掌及五佰钱点穴术
(

张金江
"

男
"

擅长死五毒

及武当六路交手
(

阚莺莺
"

女
"

擅长轻身腾

跃术
'

五毒垒塔
'

鸳鸯响金镖
(

33

这是
*&

年前
"

齐聚南京

的
)(

位武林高手的名册
(

这些

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手几乎清一

色是各武林门派代表人物
"

他

们被聘为中央国术馆的教习
(

+$

年间的刀光剑影
'

武林论著

和武术流传
"

对南京乃至中国

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抗日战争爆发后
"

中央国

术馆南迁
(

&',-

年迁回南京

后
"

已经无法维持活动
"

并于

&',*

年宣告解散
(

不过
"

不少

国术馆教员
'

学员以及部分武

林秘籍留在了南京
"

并

在南京继续开花

结果
"

使中华武术

在南京得以发扬

光大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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