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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到了春节，最希望得到的玩具，是一件木头兵器。
长柄的关刀、矛、禅杖、方天画戟，短柄的宝剑、单刀、锏，或者是橡皮做的匕首，当然还有铁皮和
木头制作的手枪、冲锋枪，只要得到任何一件，都会欣喜若狂。
接下来，就是男孩子们极心醉的军事游戏了，或是群体的攻和守，或是两人之间的“搏杀”，玩得昏
天黑地。
岁月推移，我长大了，也喜欢读书了。
又由于搞文学创作，读的多是纯文学方面的名著，以及哲学、美学、思想史之类的书，但对于与军事
有关的古今小说、笔记、军事著作，仍充满盎然兴趣。
古代军事行动中所使用的兵器，也许是童年记忆的作用，我总是格外关注。
书上或我们的口头，常说“十八般兵器”或“十八股武艺”，两者有时指的都是兵器，有时则前指兵
器、后指使用兵器的技艺。
但十八般兵器，因朝代不同，所涵盖的内容也就有所变化。
相传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等人所称的“九长九短”，“九长”是枪、戟、棍、钺、叉、鐺
、钩、槊、环，“九短”是刀、剑、拐、斧、鞭、锏、锤、棒、杵。
明代则是“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锏、十
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爬头、十七绳套索、十八白打”（清·褚人获《坚瓠集》）。
此中的“白打”，系不用兵器的拳脚功夫。
此外，另有多种界定方式，列入此中的还有“抓”、“镰”、“带”（双手带）、“抉”（拦马抉）
、“拐子”、“流星”、“锺”等等，但总数都为“十八般”。
中国兵器文化，素来品种繁多，异彩纷呈。
“十八般”中的某一“般”，就有多种形制相近的兵器，如刀，有长柄刀、短柄刀之别，每一类中又
分出多种。
戟，亦分长戟、短戟（手戟），吕布所用的方天画戟，属于长戟。
钩亦有长、短两类，绿林好汉窦尔敦所使的双钩，是短钩，一手一支；而阻截马军所用的挠钩，是长
钩，用来钩马腿，也用来钩人。
从典籍上看，中国的冷兵器（包括火器）达数百种之多。
除古战场上所用的正规兵器之外，民间亦流传着很多别出心裁的兵器，从生产工具或日常用物中演变
而来，如钉钯、连枷、铁链、铁箫、铁笛、铁伞、铁尺、铁屐、铙、扁担、长条凳等等。
一直到现在，有些仍然保留着，作为民间习武健身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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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套短文配图，关于中国老记忆的丛书。
文字是在各类报刊发表过的专栏文章，好读，轻松，且增长知识，陶冶性情。
作者擅丹青，图皆自作。
丛书可阅读也可收藏，对钟情故旧物事的读者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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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鑫森，湖南湘潭市人。
1984年至1988年，先后在北京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
为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发表作品近千万字，有百余部中、短篇小说被各大选刊转载，二十多部中、
短篇小说被译成英、法、日、俄、越南等文字介绍到国外，出版英文版小说集《镖头杨三》。
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十一、十二届“百花奖”、《北京文学》奖等十一种全国性文
学奖。
写作之余，研习大写意花鸟画，曾在多家报纸、杂志刊发国画作品，并为自已及他人的著作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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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万里独横戈唐代诗人郎士元在《送彭将军》一诗中写道：“双旌汉飞将，万里独横戈。
”戈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兵器，在甲骨文中“戈”字熠熠生辉。
“戈，平头戟也”(《说文解字》)。
戈为钩兵，是种平头不用于直刺的戟类兵器，小枝向上则为戟，平之则为戈。
这是个象形字，从弋，弋表示其柄，上有一横，像其横刃。
到春秋战国时，戈被列为车战五大兵器之首。
戈的五个组成部分为：援(指上刃和下刃，聚成尖锋的部分)、胡(指援向下转折，带弧形，用以缚柄的
部分)、内(援身后端平直突出的部分)、穿(胡身的穿孔)、秘(长柄)。
戈在搏杀中，用内援钩斫，用援头啄击，也可用外援推砍。
“戈是商周时代战车兵或骑兵使用的主要兵器，柄长约一至三米。
戈能于横向打击时同时给予敌人刺击的伤害，这种设计对战车兵而言，比直刺型的矛能更有效地攻击
。
柄长者为战车用，柄短者自然是步兵使用的兵器”(日本·市川定春《武器事典》)。
但到了汉代以后，战车已不常用于打仗了，戈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李白在《日出入行》一诗中唱道：“鲁阳何德，驻景挥戈?”“景”，即日光。
其典出自一个传说故事，战国时鲁阳公与韩国作战，激战到日暮，鲁阳公向日挥戈，太阳退避三舍(一
舍三十里)。
在古诗中，“戈”常代指各种兵器和军队，如“万里横戈探虎穴”(唐·李白《送羽林陶将军》)。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将要解放全中国时，报纸的大字标题为：《我军挥戈南下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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