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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弓箭文化结缘
“射求正诸己， 己正而后发。 发而

不中则不怨胜己者 ， 反求诸己而已
矣。” 谈起弓箭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梁
志仿佛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对于礼射
的相关文化知识， 就像竹桶倒豆子一
样倾泻而出， “现在我们来了客人就
是沏茶， 非常简单， 但是在古代可不
一样。 从周代开始， 士大夫提倡礼射，
强调非常讲究的射礼。 后来皇帝宴请
大臣或者邀请宾客也都要进行射箭仪
式。 随着古代中国射箭的普及， 便形
成了一种很深的射箭文化以及很多思
想， 这些文化和思想实际上也一直延
续到了今天。 比如 ‘君子无所争， 必
也射乎。’ 就是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执
的， 如果有就是射箭。 即使射箭比赛
也要 ‘揖让而升,下而饮。’ 这样才是君
子之争 。 再比如 ‘开弓没有回头箭 ’
‘矢志不移’ 这些与弓箭相关的成语典
故， 实际上都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
血脉并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思想。”

坐在梁志摆满仿制历朝弓箭的办
公室里， 倾听他娓娓道来的中国弓箭
发展历史， 伴随鼻翼间时隐时现的茶
韵幽香， 让记者错觉仿佛置身于一堂
文化讲堂中。

有着丰富弓箭文化知识的梁志，让
人很难以想象他竟是工科出身 。 1983
年，带着电气自动化的毕业文凭，梁志
被分配到了玻璃钢研究设计院在延庆
设立的玻璃钢厂工作，也正是从这时起
他与传统弓箭结下了半生的缘分。

延庆离康西草原很近， 工余时梁
志常到草原游玩。 当时景区打造草原
特色文化， 开发了骑马的项目， 这让
他很纳闷， “草原讲究骑马射箭， 只
有骑马没有射箭少了点什么啊。” 带着
这个疑惑， 他便去找管理处的领导聊
天。 领导解释说： “我们也曾设计过，
不就是找个竹竿绑根绳， 射个杆子吗？
这东西没人玩 。” 听了这席话梁至乐
了， 说： “这不是哄小孩吗？ 这是用
错误的试验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领导不服气地说： “那你试试吧。”

说干就干， 梁志便动身前往国家
体委买来两把运动员用的竞技反曲弓
带回了景点又做起了 “试验”。 这一试

不要紧， 旅游点的游客看见这新鲜玩
意儿都挺有兴趣， 玩的人非常多， 景
点见状便想让梁志帮着设计一个射箭
场， 不过可惜并没能成行， “1995年
下半年我去单位车间当主任， 领导找
我谈话说当了领导外面的事不能掺和
了， 后来就放弃了。” 梁志说。

从修弓、 做弓到潜心研制
虽然没能做成射箭场 ， 平时 ， 梁

志也会没事玩玩拿回来的这两把弓 ，
没半年弓就坏了， “我一看弓反曲的
部分坏了， 但是弓把还是好好的， 扔
了可惜， 就想着看看能不能修好。” 这
两把弓都是韩国产的玻璃钢弓 ， 正好
梁志的单位是做玻璃钢的， 除了取材
方便， 他之所以动了修弓的念头， 最
重要的还是他从小就有动手能力强的
特长， “我小时候看上什么， 不像别
的孩子管人要， 而是自己做。”

从弹弓到火枪 ， 由于做的都是
“凶器 ”， 这让梁志的父母没少挠头 ，
甚至在一次给别的小朋友做弹弓时 ，
他的鼻梁骨都被钳子打断了。 “我父
母没少说我， 但强迫我也没用。” 梁志
说。 不过老人也是真有办法， 梁志的
父亲看到儿子这么钻研， 并没有用强
迫的办法打压， 而是采取了迂回的方

式。 一次父亲去了城里的姑姑家， 从
梁志的表哥那搬回一箱子半导体元器
件和书。 “我回来一看， 就不做火枪
了， 从这时候开始就鼓捣无线电， 矿
石机、 半导体……这些一做起来连饭
都顾不上吃了。”

修好后 ， 梁志一看修得还挺好 ，
便又动起了自己做弓的念头。 一回生
二回熟， 很快弓就被做好了， 看着亲
手打造的弓，梁志别提有多高兴。 不过
考虑到自己并非专业做弓出身，梁志还
是想让专家看看行不行。 于是他带着自
己做的弓再一次来到了国家体委射箭
处。 在这里，他认识了自己的贵人———
我国射箭名宿徐开才。

“徐指导看我做的弓也觉得不错 ，
就让我多做一些， 他拿来帮着去卖。”
于是梁志不断改进自己的制弓工艺，他
的弓卖的也越来越好了。 后来徐指导建
议梁志试着去了解传统弓，这也让梁志
初次了解到， 射箭虽然是体育运动，但
它也是一种文化的承袭。 而另一个人则
让梁志把推广传统射箭文化作为了己
任，这个人便是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知
识产权署署长的谢素芳。

“谢素芳是英国人，他一直都很喜
欢中国传统射箭，并到世界各地推广中
国传统射箭文化。 他常来北京开会，一

来就把我们聚在一起给大家讲一讲中
国传统射箭。 当时我们几乎没人研究
这个， 我就觉得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要
人家做推广， 作为中国人挺惭愧的。”

从此之后， 梁志便潜心投入到传
统弓的研究和制作中 。 2008年 ， 梁志
由于小儿麻痹症的影响从单位病退 ，
这给了他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

梁志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不断发
掘古代文献， 学习古代弓箭的制作工
艺， “各个朝代的弓， 弓形都有差异，
弓形的差异会造成弓的性能各不相同。
比如清朝的长梢弓， 特点就是射程不
远， 箭速不快， 但这弓储能大， 因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士兵跟将领
都有铠甲了 ， 这样的弓能射出重箭 ，
穿透铠甲。 加之骑射对于距离的要求
并不大。 而在早以前的话 ， 就要求射
箭远， 减速快。 可以说是特点不一。”

学习古代弓箭工艺，并不等同于完
全照搬，作为第一个把玻璃钢这种现代
材料应用到中国传统弓制作中的匠人，
二十余年来，随着梁志不断改良弓的制
作工艺， 让如今他制作的传统弓在箭
速、使用寿命等性能方面已经超越了传
统的复合弓，通过梁志制作的弓，也让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传统的弓
箭文化。

06
2017年
2月25日
星期六

□本报记者 于彧/文 陈艺/摄

2200年年倾倾力力传传承承
传传统统弓弓箭箭文文化化

从高工到“高弓”

梁梁志志：：

从战斗武器到运
动器材，弓箭贯穿于人
类千百年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从高级工程师
到制弓高手，延庆人梁
志成为国内第一个利
用新型材料发展传统
弓工艺的匠人。对于自
己二十余年制弓历程，
梁志一句话为记者作
了概括，最开始只是对
制弓感兴趣，但现在了
解了传统弓箭射箭文
化，就想推动传统弓箭
文化的发展，不想让老
祖宗的文化断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