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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的案头有把前不久从大河

家带来的保安腰刀。这是一把普通的“波日季”短刀。

黑牛角刀柄和深褐色皮鞘，式样简朴，色调低沉，看起

来很不起眼，抽刀出鞘，只见精光闪闪迅灵如蛇。它豁

开了历史的迷雾，把我的思绪引向中世纪的古战场。

800年前，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团横扫欧亚大陆时，

在中亚诸国俘虏了大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哈剌

鲁、康里、阿尔浑、撒尔塔、汪古等各色名目的人。这些

被通称为色目人的战俘里不乏能工巧匠。于是，将帅

便把他们组建成“探马赤军”和“各色技术营”配属在自

己的麾下。这支劲旅的组建大大增强了蒙古军团的战

斗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我想，蒙古

铁骑挥舞在大马士革城头的刀剑，叩响克里米亚半岛

的马掌，一定有不少是出自“各色技术营”。

1227年，蒙古人回马东征时，把部分来自中亚的

官兵和工匠留在青海同仁地区。6年后，他们又受命

“随处入社，于编民等”，用现在的说法他们是集体转业

成为务隆河畔亦兵亦农的屯垦者。几百年来，色目人

与蒙、汉、藏、回、土各族人民相邻而居，互通联姻，逐步

形成了保安民族。一直到清朝同治年间，保安人才迁

离同仁在甘肃积石山的大河家定居下来。

在大河家，我认识了马努海和马依思夫两位有四

十多年制刀经历的老人。马努海告诉我，他的太爷打

了一辈子刀，手艺在甘南草原享有很高声誉。马依思

夫的儿子马阿才冬拉海和孙子也都接过前辈的锤与砧

开始了制刀生涯，像这种祖辈相传的制刀世家，大河家

少说也有上百户。关于保安腰刀的历史，人们给我提

供的只是130年前从撒尔塔（同仁地名，源自中亚古族

族名）黑火匠那里学刀艺的赫赫阿爷的故事；而现在所

能见到的最古老的腰刀是马由努家里保存了200年的

一把木鞘黑膛刀。显然，这些都不是保安腰刀的渊

源。我总觉得马努海和马依思夫的铁砧和“各色技术

营”的冶炉间有一条若明若暗的纵流，赫赫阿爷的故事

和马由努家里保存的古刀只是这流程中的几朵浪花。

保安腰刀的真正渊源在“各色技术营”那里，它的历史

和保安人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

和许多民间高人一样，马努海、马依思夫话非常

少。从他们比金子还珍贵的一言半语里，我感到他们

宁愿让自己的作品说话。看着工匠们全身心地打造腰

刀，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在锻造自己的灵性和情感。在

这个意义上，刀是有灵魂的，刀的灵魂来自那些把自己

的激情、智慧和创造煅进刀中的人。我相信，那一把把

“十样锦”“雅吾其”“波日季”“细罗”，还有“马头”“尕

脚”“鞭刀”，等等，都是有灵性的！我相信，制刀，是技

能也是表现；刀，是器具也是佩饰更是文化。

保安腰刀上大都镌刻着五指并拢、指尖向上的“一

把手”图案，它源自一个惨烈的故事。有位保安族工匠

制刀技艺高超，盛名远扬，但他向来傲视权贵，更不畏

强暴。某军阀慕名前来求他的刀遭到断然拒绝，恼羞

成怒的军阀生生地砍去工匠的右手……为了纪念这位

工匠，以后人们在保安腰刀上都镌刻上“一把手”图

案。不用说，像这样有血性、有气节的男儿自然是保安

人立身行事的楷模。在民族危难时刻，能义无反顾地

把“七尺的身子哈豁上”（保安民歌语）的汉子，更是保

安人的骄傲。清末反抗八国联军侵略战争期间，在北

京正阳门战场上马尕豆、马帮吾等十名保安族官兵英

勇捐躯的事迹，谱写了保安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回

顾这一切，再看保安腰刀，你会觉得那凛凛刀光折射的

是一个民族非凡的历史。

腰刀是匕首短剑的别称。从石刀、骨刀、青铜刀，

到铁刀、钢刀、合金刀、陶瓷刀，几千年来，刀的发展深

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也在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

演变中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印记。因此，从不同民族的

古籍文献里几乎都能见到咏刀叹剑的篇章。刀常常被

人格化，常常被看成是尚武、英勇、侠气、责任和牺牲的

象征。以刀寄情，感叹不遇，呼唤道义，抒发理想是古

典诗词常用的表现手法——“何意百炼钢，化作绕指

柔”的哲理内涵；“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的浩远情怀；“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的超

拔境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古代文人志士的精神追

求和忧患意识，使我们对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有了新

的认识。还有冯谖弹铗、杨志卖刀、高俅诈刀的故事，

把封建社会清贤达志、英雄末路、奸佞走红的众生相置

于刀光剑影之下，引你从历史的深处去思考许多问题。

若说文学艺术与刀的关系，保安人那里则有着更

为丰富的遗产。而说保安人就不能不说他们的民歌

——“花儿”，只有走近腰刀和“花儿”，才能真正走进保

安人中。“花儿本是心中的花，不唱由不得自家”，对许

多保安人来说，钟爱的事物仅仅眼里有心里有，“花儿”

里没有还不算真正有。工匠们在炉前唱着：“铁匠炉子

里加蓝炭，风匣里拉出了火焰，打个箭步到跟前，活像

是睡梦里看见。”“铁匠们打的个刀子来，皮匠们配个鞘

来，尕妹们拿出个实心来，阿哥们豁出个命来！”这里，

刀是爱情的见证。面临压迫和苦难，“花儿”要吼出心

中的不平：“打一把五寸的刀子哩，做一个乌木的鞘哩，

舍一个五尺的身子哩，闯一个天大的祸哩。”这里，刀是

穷苦人的胆。“花儿”表现的激越秀丽，刀隐含的冷峻悲

壮，刚柔相济拓开了广阔的审美空间，反映出保安人丰

富的感情世界。

20世纪30年代保安人的商业空前地活跃起来，几

乎与此同时，大河家的制刀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保

安商人以大河家为大本营，分路经营各显神通。“中原

客”把生意从兰州、西安做到上海，做到了日本；“松潘

客”的足迹踏遍了甘南、川北草原，又深入到巴蜀腹地；

队伍庞大的“藏客”更具传奇，三四十年代，先后有500

多名保安族商人从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做生

意。当马尕艾力、马哈如弗等几十个保安汉子西装革

履在加尔各答留影时，甘肃的绝大多数农村还不知汽

车电灯为何物呢。商贸发达带来的人、财、物和信息技

术的交流大大促进了制刀业发展，保安腰刀由早期的

简陋粗糙逐渐变得精致美观，品种也由“黑膛”“波日

季”两种发展到十几个。大河家镇保安腰刀长的马骥

厂长是著名的制刀专家，是被写进县志的人物。我有

幸在他的指引下近识保安腰刀，大大开阔了眼界。

“波日季”是保安腰刀的古典版。滴水形的刀身线

条流畅富于动感，刀锋锐利，入力角度和平衡性设计得

科学合理，刀鞘和刀柄装饰简洁，整体效果含蓄低调却

美艳动人，具有很强的审美效应。关于“波日季”腰刀

有个古老的传说。说是很久以前有个保安青年，在神

的指点下，依照树叶的形状打制成锐利的战刀，终于战

胜恶魔，解救被囚禁在魔窟的姐妹的故事。神话是现

实生活的曲折反映，保安人的仿生智慧和创造精神在

这个故事里得到生动反映。

“十样锦”是经典式样。按通常的分类，“十样锦”

属于方头直刀，特点是刀背厚实、刀板平直，刀刃转折

突兀，形成三角形刀尖和强劲的切割面，显得刚直威

猛，隐隐露出沉郁的霸气。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刀

柄。工匠们用银、铜、石、珠在牦牛角上镶、嵌、铆、搓出

花、星、云纹、水波及抽象图案，只把刀柄装饰得璀璨夺

目，华丽柔媚。“十样锦”刀鞘多以铜板或钢皮卷成筒

状，浑圆的刀鞘藏起方直的利刃，这种外圆内方、外柔

内刚的设计理念确乎耐人寻味。

“马头”刀式样最简朴，价格也最低廉，主要销往甘

南、川北、滇西等藏族地区和鄂尔多斯、阿拉善等蒙古

族聚居地区。“马头”的刀板薄‘刀身宽’刀刃弯长，用来

切、割、刮、削、剁都十分顺手，是牧人理想的生产生活

用具。因为面对的多是百年来代代相传的老客户，所

以他尽管价廉利薄，工匠们打造“马头”时却格外注重

质量，在加钢、淬火等环节都非常讲究，在利与义之间

他们更注重义。

传统的保安腰刀如“十样锦”“波日季”“曼把”“雅

吾其”等，端直的刀柄既无护手也无刃舌。到“尕脚”

“鞭刀”“算盘珠”这类刀，才有了护手和锁扣，刀柄也做

得曲线玲珑，装饰别致。“鞭刀”刀鞘顶端装着系马鞭的

铁环，把鞭和刀合成一体，一具两用自然方便。近些

年，有人参照阿拉伯弯刀的造型，对传统式样“波日季”

和“马头”进行改造，把刀尖后弯刀柄底部前撅，将刀身

做成流畅的“S”形；有的还在刀柄上增加几个小弯以增

强握力。县工艺刀具厂的马福祥厂长从电影里受到启

发，研制出了将军剑。剑鞘和剑柄采用宝石蓝、咖啡红

色的景泰蓝材料，镶金错银，做工非常考究。与其说它

是刀剑，还不如说它更像是华丽的艺术品。我想若在

古代，它恐怕是鲜衣怒马少年招摇于市的绝好道具；而

那窄长的剑身，冷月般的寒光又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侠

客手中的鱼肠剑来。

怎么才能将刀打造成世界精品，我从大河家回来

后常常思索着。决定的因素是质量，质量的先决条件

在于材料。大河家工匠现在用的40-45号碳素结构

钢，是优于以往他们用过的其他钢材，但从制刀专业标

准看却是很一般的，甚至可以说是替代材料。怎么才

能使腰刀更加坚固，更加柔韧，更加锋利，我建议他们

选用一些刀具专用钢材，还建议辅料尽量选用自然物

品，比如牛皮做刀鞘，兽骨制刀柄，就比金属和碳纤维

及塑料更贴近自然，肯定会更受欢迎。加工一把精品

刀具的工艺复杂程度，不亚于制作一件镶金错银的首

饰，要想精益求精，不能没有微型设备和必要的精密器

具，这都是大河家工匠们最缺乏的。再则，对一些通行

的业内技术指标如布氏硬度等，厂长和工匠们也知之

甚少，他们把握质量主要靠直观和经验，这也是保安腰

刀走向世界的障碍。

不可否认，腰刀的实用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已逐步

弱化，它正从许多生活领域淡出。这并不意味着制刀

已是夕阳产业，除了继续生产少数民族需用品，保安腰

刀更广阔的前景还在收藏市场。我给马福祥厂长提供

了一些信息：在北京燕莎商城，我看到一把美国造的巴

克猎刀，售价是9000元人民币，蓝钢刀身和黑色碳纤维

刀柄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据《名刀》杂志介

绍，世界十大制刀大师之一的瑞典人卡杰恩·布森的一

把刀卖到5000美元，日本人福田正孝的刀的单价是

25000美元，据说这还不是最贵的。它们的质量真像价

格显示的那样，是保安腰刀的百倍、千倍、万倍吗？绝

对不是！是收藏市场“无形的手”在起作用。事实上，

所谓国际名刀大都是作为艺术品被刀迷和专业收藏家

购买的。收藏讲究手工制作，讲究老牌子，讲究个中的

历史文化含量，这些保安腰刀都有。想想看，风靡国际

市场的西方名刀，论它们的历史有几个堪与保安腰刀

比肩？从“各色技术营”的野战工厂到大河家作坊的几

百年炉火，保安腰刀里所积淀的文化底蕴就是巨大的

无形资产！保安腰刀应该而且完全有可能打造成国际

知名品牌，应该而且完全有可能跻身于世界名刀之

列！这条路虽然走来不易，但最初的几步已经踏出。

保安腰刀获得过省优、部优称号，已销往十几个国家和

地区；周恩来总理曾经把保安腰刀作为国礼，赠送国际

友人……

我希望保安腰刀更大的荣誉在不久的未来，我期

待着保安腰刀像古代的“干将”“莫耶”宝剑那样，在工

艺品世界大放异彩。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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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学校专门成立了小学教育通讯处，以通

讯方法研究解答小学教育实际问题，辅导小学教员进

修。主要的修习科目有儿童心理、教育心理、普通教

学法、小学各科教材及教学法和民众教育。因着改进

小学教育成绩彰显，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嘉

奖：“查该院举办小学教育通讯研究，颇著成绩，殊堪

嘉许，仍仰继续努力，尽先汇印小学教育实际问题研

究报告，分发参考。”研究报告后来汇集成《小学教育

实际问题》，由正中书局出版。

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着力研究也是师院部分学者

的学术重心，希图通过自己的学术为现实、为边疆开

发服务。李蒸院长在《略谈西北文化建设》一文里指

出：“西北各省为研究工作之丰富地区，因吾国固有文

化发源于西北，从事考古学及史地方面之研究者能得

到许多宝贵资料……须有专家从速探讨，以开发研究

工作与教育工作相辅而行。”在李蒸的倡导下，师院教

授发表了多种研究西北史地的论著。黎锦熙先后主

持修成了《城固县志》《宜川县志》《洛川县志》和《黄陵

县志》以及《同官方言谣谚志》和《洛川方言谣谚志》等

一批典范性的著作。在黎的倡导下，师院创办了国语

专修科，培养了100余学生，在台湾收复后派20余名

学生赴台推行国语，成效卓著。黎氏在《城固县志续

修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写成《方志今议》一书，成为继

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后现代方志学的开创之作，该书

在现代学术视野下论述新修地方史志的要旨、方法，

影响很大。

此外，还有多篇探究边疆史地的论文问世，如邹

豹君《甘肃走廊的重要性》《由地理和地缘方面论兰

州市将来的发展》《兰州的出海路线》《甘肃走廊在西

北建设中的重要性及其自然景观》和《甘肃走廊的经

济建设和移民问题》。李化方的《我们这一次的社会

调查》《陇南一隅的佃农》《河西的高利贷——高利贷

是怎样压在农民的头上》和《我所见的甘肃农村》。

何士骥的《西北考古纪略》和《中国文化起源于西

北》。王钧衡的《敦煌县南湖区之地理环境》和《黑水

流域地图质疑及边疆地图问题之急待解决》。殷祖

英的《西北资源问题基本的认识》和《论西北文化国

防问题》。林冠一的《诸葛亮躬耕陇亩辩》等文章。

这些都是紧密关注西北地方文化和经济建设的重要

论文，从学理上发掘西北的历史文化，建言政府加大

开发力度，提出一些具体的经营之道。如《甘肃走廊

在西北建设中的重要性及其自然景观》一文，作者指

出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河西走廊，“得之则兴，

失之则亡”，“建国的根据地假若在西北，那么，建设

西北的根据地就应该在走廊”，所提建议，切中肯綮，

很具眼光。

除此之外，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中国文学、地理

学、植物学、美术学、家政学、体育学研究方面都有重

要的贡献，某些学科成为国内学科建设的标准，成一

时之盛。

余论：一个大学的使命

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备受艰

辛，辗转迁移。在经费支绌、环境恶劣、人心思变的形

势下，它不仅未衰落，反而发展壮大，成为推动西北社

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正如齐国梁所说，“抗战后师大

对于后方西北教育负了神圣的使命，是开发西北的先

锋，今已奠定了西北教育的基础”。时任甘肃省政府

主席的谷正伦也颇为兴奋，声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到

兰“是甘肃青年的幸福，实在不错……教授讲师都是国

内有名的学者。规模之大，人才之众，无疑是甘肃的最

高学府”。师院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地方建设、推动领

导知识青年从军等，都在当时极具影响，亦反映出一个

大学的担当与使命，他成为西北师范教育的动力源，开

创了甘肃乃至西北教育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进而言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所取得的成就是与

师生们努力勤谨和知难而进的奋斗牺牲精神分不开

的。当时师生生活极其艰苦，据当时在师院求学的刘

维崇回忆，许多教师生活艰苦，衣衫褴褛，大多一袭蓝

衫，一双布鞋，出门安步当车，家居洗衣烧饭。如教育

系教授胡国钰自嘲道：“我一年到头就这一身衣服，冬

天是棉袍棉裤，春天去掉棉絮成夹袍夹裤，夏天去掉里

子成长衫、单裤，秋天再加上里子，冬天再絮上棉絮。”

学生们的穿着亦令人心酸，“有的是中山装，有的是旧

军服，有的是长袍，也有的是短袄，更有的不论早晨、中

午或夜晚，都是那件油垢、褪色的棉大衣”。当时流行

这样一句顺口溜，“戴的怒发冲冠的帽子，穿的空前绝

后的袜子、脚踏实地的鞋子”，生活苦况，可见一斑。

尽管环境不如人意，然师生们并未就此畏缩，学

习风气非常浓厚。“下了课，凡是太阳光芒能射到的地

方，三五成群的学生，每个手里都拿着一本书，有的

写，有的念，很少有聊天的”；“在上课时间，宿舍里很

少见到学生的，就是有的话，不是在写，就是在念”；图

书馆内，“经常有二三百人，在那里埋头钻研，以致形

成占座位的风气”；除星期天外，其余无论上下午，图

书馆未开门前，“总有很多男女同学拥挤在门口，等着

进去占一个座位”，学习风气之好，令人激赏。

从北平师范大学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再发展成

西北师范大学，从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从一个旧时代走向新时代，从京城一路

向西向下，这是一所历经风雨沧桑、世事巨变的高等

学府，其爱国进步、诚信质朴、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的

精神贯穿存续，并将发扬光大。在新时代下，西北师

大必将以传统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扎根中国

大地办大学”为旨归，在“七高一体系”战略指引下，继

续坚持向西向下，为西北社会发展和中国高等师范教

育贡献更多的“西北师大智慧”“西北师大声音”“西北

师大话语”和“西北师大气派”，为繁荣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实现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篇完）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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