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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宝剑君子器，揖让击刺重正义
——访龙泉宝剑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叶胜

如今，张叶胜的园林式工

业园区已扩建至3万多平方米，

这“亦厂亦景”的园区也吸引了

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张

叶胜甚至在园区中单独设立了

一幢办公楼，作为“张氏宝剑研

究所”。此时的他也不再急于扩

张事业版图，而是在这研究所

中，专心研究如何打造出可以真

正称得上是有“剑品”的宝剑，以

提升和推广龙泉宝剑这一传统

手工艺行业的形象。

2004年春，金庸先生来到

龙泉参加“论剑大会”，张叶胜

与龙泉宝剑协会共同将金庸

先生小说的剑化为实物，赠与

金庸先生留作纪念。期间金

庸先生到访龙泉宝剑厂，参观

了“剑池”生产园区，更欣然题

词“龙泉宝剑君子器，揖让击

刺重正义。”

铸剑大师张叶胜的名号

也越来越响亮，为了设计锻造

出张纪中版《碧血剑》剧中“碧

血”、“金蛇”等怪剑，张叶胜反

复研究金庸先生的原作，终于

令专程来到的张纪中导演满

意而归。2011 年张叶胜还为

徐克导演设计铸造了《龙门飞

甲》中出现的27把刀剑。

近年来，公司每年总产值

均超过5000万元，“从去年开

始，受经济大环境影响，销量增

幅放缓，所以接下来的任务是

先扩大销售渠道。”聊起公司未

来的发展计划，张叶胜再次侃

侃而谈，“近期公司也开始接触

电视购物渠道，通过终端直销

的方式，将产品直接送到消费

者手中，降低渠道成本。”

“现在除了园区的总店外，

我们在市区还有三家直营店，

全国各大省会城市二十多家分

店，也是最主要的销售途径，此

外，这几年网络销量也越来越

多，能占到总销量的三分之

一。”张叶胜坦言，从去年开始，

宝剑行业整体发展态势有所放

缓，“但宝剑作为传统的手工艺

行业，其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而

是必须在传承和保护的基础

上健康发展，也希望宝剑能够

作为有价值的工艺品、收藏

品，被越来越多人喜爱。”

他祖籍高楼，却长于龙泉，18岁开

始学习铸剑。

21岁，仅靠3000元办厂创业。

35岁，以226万元拍下龙泉宝剑

厂。

46 岁，在他的张氏宝剑研究所

中，依然潜心于如何打造一把“上品”

宝剑。被世人称为“金大侠”的金庸先

生参观了他的“剑池”生产园区后，欣然

题词：“龙泉宝剑君子器，揖让击刺重正

义。”

抛开龙泉宝剑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工艺

美术大师、中国十佳民间艺人、中华老字号传人等身

份，他依然是那个纯粹的铸剑大师——张叶胜。

一个天朗气清的下午，在古色古香的龙泉古剑展览馆中，笔者见到这位“品剑江湖”中的传奇人

物，晒得有些黝黑的皮肤，脸上挂着质朴的微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温和的人是如何在车间中挥洒汗

水，挥锤铸剑的。

轻描淡写中，他将自己与宝剑结缘28年的故事向笔者娓娓道来。

今年46岁的张叶胜，祖籍

瑞安高楼。父亲张克聪是名转

业军人，解放后被分配至龙泉

县石油公司，后调至庆元造纸

厂。张克聪与第一任妻子在瑞

安老家育有四女，妻子病逝

后，经人介绍，与张叶胜的母

亲结为连理，生下张叶胜和两

个哥哥。

虽然并非在瑞安出生，但

张叶胜却对这片养育了父亲的

土地有着特别的感情。“小的时

候父亲常常带我回老家探亲，

对乡下的山山水水感觉特别亲

切。”张叶胜回忆起儿时的情

景，不禁感叹。那时，年幼的

张叶胜总是跟在哥哥姐姐屁股

后面在乡间到处撒野，捉虫捕

鸟。

或许是受军人父亲的影

响，张叶胜自小便对冷兵器很

感兴趣，而龙泉传统的宝剑行

业又赫赫有名，因此，当刚刚

成年的张叶胜接到母亲电话，

说有机会到龙泉古剑厂学习铸

剑时，他几乎毫不犹豫地放弃

了原本可顶替退休的父亲、成

为正式工人的机会，从庆元回

到龙泉开始学习铸剑。

1986年，18岁的张叶胜开

始了铸剑学徒生涯，谁也没想

到，这锤起锤落，一敲就是28

年。

初次拎起大锤的张叶胜，

捶打了没一会儿，手臂便开始

产生酸胀感，晚上回到家更是

连筷子都举不动，只能用盐水

给手臂热敷稍作缓解，但没过

几天，看着剑坯在自己手中渐

渐成型，竟有种难以言喻的成

就感，这也让张叶胜暗下决心

成为真正的铸剑大师。

少年立志，梦想成铸剑大师

一年之后，悟性颇高的张

叶胜已基本掌握了铸剑的二十

八道工序技艺，从学徒成长为

“小师傅”，并开始帮厂里跑供

销，逐渐掌握了不少销售的经

验，也渐渐萌生了自己办厂创

业的念头。

但创业的想法却没有得到

父母的支持，才参加工作不久

的张叶胜依然一穷二白，唯有

默默努力，等待机会降临。

1989年春节，张叶胜碰到了

这个宝贵的机会。一次偶然的

契机，他认识了一位来自东北的

客商，来到龙泉急需订购一批宝

剑，但工厂节后还未开工无法交

货，于是张叶胜为他介绍了另一

家刚好有存货的工厂。结果双

方一拍即合，并按照行规给了张

叶胜3000元酬金。

就这样，21岁的张叶胜拿

着这笔 3000 元“巨款”，挂起

“龙泉刀剑厂”的招牌，开始了

无畏的创业生涯。虽说是工

厂，实际上更像是个小作坊，

一百多平米的油毛毡厂房里，

除了张叶胜自己，只有两个铸

剑师傅帮忙打下手。

在加班加点赶工了一个月

后，终于赶制出了第一批15把

宝剑。张叶胜当即将这些新剑

打包，亲自运往杭州销售，在

朋友的介绍下，几经波折，终

于说服杭州龙翔桥一家商场买

下了这批剑，完成了自己的第

一笔生意。

此时，商业触觉日渐敏锐

的张叶胜发现，大城市的市场

已接近饱和，加上自己的工厂

又没什么名气，销路难以打

开，因此他将目标市场锁定在

周边发展刚刚兴起的城市，向

意向客户寄送样品。这招很快

奏效，绍兴柯桥鱼得水宾舘向

他订了六十把剑，欣喜若狂的

张叶胜随即又招来三位铸剑师

傅，投入到日以继夜的生产中

……

“当时是能省就省，能借

就借，不要管好看，只讲实

用，不怕人嘲笑、只讲求真

效”，“一分钱要掰作两半花”，

“打烂头也要把事办成”，回忆

起创业初期的艰辛，张叶胜记

忆犹新。

1992 年春，一起从工棚里

艰苦奋斗过来的伙计们，终于

向油毛毡工棚说再见。张叶胜

在大沙工业区新建的三层 600

平方米正规厂房，正式宣布竣

工并投入使用。为了建好这幢

厂房，张叶胜投进了三年来辛

苦积攒的全部利润。

生产条件变好了，张叶胜

开始将厂里一些管理工作交由

妻子打理，自己更加心无旁骛

地潜心开发新的产品。为了提

高生产效率，他率先采用了高

分子树脂、硅胶类塑化原料做

剑鞘，设计了“仿古剑”，由他

设计并炼制的“龙之剑”更是

获得了“刘子鹏最佳宝剑工艺

创新奖”。随后，张叶胜又以铬

钢做剑芯，解决了宝剑易生锈

的难题，先后完成并申报批准

十项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发明

专利、三个注册商标。工厂的

发展稳步推进，产品常常供不

应求。到了1998年，厂房已扩

建至2000多平方米，是原来的

三倍多。

偶得机缘，三千元创业发迹

2003年夏末，为了向铸剑

祖师爷欧冶子致敬，张叶胜再

次重新设计了厂房，将工厂改

建成了仿明清建筑风格的景观

式园区，营造出了一片“剑池湖

畔锻剑忙”的绮丽风光。此时，

传来了公办的“龙泉宝剑厂”要

进行改制，向本市各民营制剑

企业做公开竞标拍卖的消息。

没有过多的犹豫，张叶胜

便决定参加竞标。一来为了

“龙泉宝剑厂”这一名正言顺

的正宗品牌，二来为了旗下

“龙凤七星”的剑名品牌。

竞拍当日共有 11 家民办

企业参与，虽然张叶胜工厂的

规模是其中数一数二的，但在

这一讲究辈分的传统行业里，

30 多岁的张叶胜不过是个后

辈，更没有后台背景，许多在

场的大师和前辈们并未把这

后生放在眼里。

拍卖会开始不久，150 万

元的起拍价就被抬至 195 万，

“两百万！”沉默良久的张叶胜

一出价，在场的前辈们便有些

吃惊。“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

想着这个厂我是势在必得。”

回忆起当年拍卖会上的情景，

张叶胜云淡风轻地说道。

经过激烈的轮番叫价，最

终，张叶胜以 226 万元的价格

拿下了龙泉宝剑厂，且低于他

原本300万的心理价位。

事实上，刚刚扩建完厂房

的张叶胜此时手头并不宽裕，

加上这两百多万的竞拍款，一

下子背上了 300 多万元的债

务。

接手龙泉宝剑厂后，张叶

胜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自己的拓

展计划，首先将宝剑厂改制成

龙泉宝剑厂有限公司，并把铬

钢锻剑的新技术运用到了“龙

泉宝剑”、“龙凤七星”这两个正

宗品牌上，与原本已签订品牌

租用协定的工厂签订了更为严

格的产品质量协议，保证市场

上该品牌的剑品质量。同时配

合工商部门，对假冒及粗制滥

造的不合格加工点进行了取

缔。随着行业监管的日益严

格，到了2006年，漫延了三十

多年的“正宗品牌盗(租)用史”

终于开始逐渐划上句号，拍卖

时欠下的债务也基本还清。

一锤定音，拍下龙泉宝剑厂

28 年“铸”剑，硕果累累终有成

金庸先生在龙泉宝剑厂与张叶胜一起论剑金庸先生在龙泉宝剑厂与张叶胜一起论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