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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

本报记者 林晓莹

通讯员 刘亚娟 张陈怡

刀剑斧戟棍
你了解每个朝代的兵器吗
浙江传媒学院举行“中国古代冷兵器”知识讲座

近日，浙江工商大学对

图书馆馆藏 47 万种纸本图

书中的 34 万种进行数字

化，建成馆藏数字化平台。

“我们根据学校专业的

设置以及图书借阅量来选择

图书进行数字化，师生在线就

可读到自己喜欢的书籍。”该

校图书馆信息咨询部翟江老

师说，这样既解决了纸本图书

复本量有限的问题，也更加方

便师生利用图书馆资源。

目前，该平台与图书馆

馆藏书目查询系统实现对

接，只要输入想要查找的书

名、作者或主题词，就可在检

索结果中点击浏览阅读，还

可下载整本书传递到个人邮

箱。一个账号一天可传递

10本书，一个月可传递30本

书。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随

时查阅图书资料，不受归还

时间限制。而且还可以进

行放大、缩小、文字摘录和

打印，在电子书上作笔记，

很方便。”来自人文学院大

二学生陈佳菲说。

“网络数字时代，图书

馆要创新服务，提升图书馆

的核心竞争力。”该校图书

馆馆长朱明伟说，为吸引学

生到馆、鼓励学生读书，阅

读推广、空间拓展、建立数

字化平台等方式成为其创

新服务的重要手段。

据了解，该校图书馆订

阅了 168 余万种电子图书

和 3.5 万余种电子期刊，并

开发“浙江工商大学移动图

书馆”手机客户端，定期举

办数字资源展示活动，多管

齐下，提高师生对图书馆资

源的利用率。

本报记者 林晓莹

通讯员 傅鸿洲 王汝菲

浙江工商大学
建图书馆数字化平台服务

近日，下沙学正小学的

小学生们走进中国计量大

学，在大学生志愿者的代领

下，开展了“感恩的心，感谢

有你”包饺子活动。

大学生志愿者先给孩

子们讲解了感恩的意义，孩

子们非常认真的倾听并积极

互动。接着，他们一起动手

包饺子，虽然孩子们捏出的

饺子形态各异，但每一个饺

子都倾注了爱心。饺子出锅

后，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去给

学校后勤工作人员送饺子。

饺子不多，可是每个工作人

员接到的时候满是感动。

本报记者 林晓莹

通讯员 韦元

大手拉小手，把爱来传递

下沙有着丰富的高校资源，十四所高校彼此依托，缀连成城。对于开发区，是“产学研”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对于生活在其

中的学生，是四年里可以得到更多提升的可能；对于本报读者而言，则是拥有一个可以在家门口听“百家讲坛”的机会。

“宝刀赠英雄，红粉送佳人。”

这句话的意思通常指适合的物品

配适合的人。但是，这终究是一

个形容，古代宝刀的样子，绝大多

数人都只在电视、电影中见过。

但要把各种兵器运用在相应的朝

代，这就需要一定的兵器常识。

近日，浙江传媒学院设计艺

术学院戏剧影视美术专业教师王

刚以中国古代著名冷兵器为切入

点，给学生开了一场关于兵器的

知识讲座，还与现场同学来了一

场交流互动。

冷兵器指不带有火药、炸药或其他燃

烧物，在战斗中直接杀伤敌人，保护自己的

近战武器装备。作为戏剧影视美术专业教

师，王刚以冷兵器在影视剧中出现和史实

差异较大的现象来打开冷兵器的话题。

“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吧，里面关羽

用的青龙偃月刀，又叫‘冷艳锯’。”王刚一

边说，一边在 PPT 上投放出当时的剧

照。而台下的同学们一个个目不转睛地

盯着屏幕，颇有兴趣。

王刚说：“这个刀的雏形，外形与《武

经总要前集·器图》中的‘掩月刀’大为相

似，形状大而弯。”

还没等学生回过神，他又以《史记》中刺

客以剑作兵器为例，引入同学对剑的认识。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都以铸剑精良

闻名，他们对剑身的表面处理可谓举世无

双，两千五百年后这些剑仍然寒光四射。”

王刚说，这类天然花纹犹如后世的大马士

革钢，几乎成为一柄宝剑的最重要特征。

在一张张图片中，另一种冷兵器“戟”

出现在同学们的视线中。随后，王刚又借

用曹植的《宝刀题赋》中的一句话“规圆景

以定环”引入了西汉出现的短兵器“环首

刀”这一概念。

“随着战场中骑步兵战术进步及士兵

防护的提高，剑终究被逐渐淘汰，接替剑

的就是刀。”王刚说，西汉时期出现的新兵

器“环首刀”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这是中

国独有的一型冷兵器，环首的造型便于单

手紧握防止脱手，其基本形制一直沿用到

魏晋南北朝乃至隋朝。”

各种冷兵器轮番展示，学生们看得目瞪口呆

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少能看到作为冷

兵器巅峰时代的唐代铁制兵器实物呢？

王刚提出问题，这一问题引发了同学

们的思考，台下开始激烈地讨论。

给同学们一段时间考虑过后，王刚解

释：“一个是铁制兵器难以保留，再一个是

唐宋之后的蒙元时期采取禁刀措施，这都

是现存唐刀不多的原因。”

一部影视剧除了超强的制作班底，高

品质的制作外，在道具制作上的一丝不

苟，特别是兵器道具的制作精良和严谨，

都会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

在票房大热的影视剧背后，有一些生僻、

冷门的工种，在中国的影视剧工业中，它

们不可或缺。

“特别是历史剧，因为还原率高，要令

人信服，在道具制作上的要求就特别高。”

王刚说：“作为影视美术设计师，这时不但

考验设计功底，更多的是对史实知识的了

解。”

很多同学们对影视作品和史实之间

存在偏差，在听了王刚的讲座后在一定程

度上增长历史常识。

“哪个朝代用什么兵器都有历史记载，

作为影视美术设计师准确还原道具非常重

要，这堂课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冷兵

器，很受用。”大一学生小吴说，“如果毕业后

想从事这个行业，还真的要恶补一下。”

想做好影视美术，会设计更要懂史实

王刚的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