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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收 它们就当柴烧了……
一位乡间收藏家的情怀与梦想

位于底楼的
门市，是名为“怪愔慈

慰”的中药房，廖老坐诊。
老人不仅是一位收藏家，也
是中华医药学会理事，退休
前，作为高中物理教师，曾
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

号。

尊敬的用电客户：
因用电负荷攀

升，电缆发热消缺处
理，需停电工作，现
将通告如下：

停电时间：2015年7月31日5时30分至2015年7月31日15
时30分。

停电范围：达川区南外西环路经典时代至达三中、华蜀南路
教育局至达万路农贸市场、花溪街。

停电时间：2015年7月30日6时30分至2015年7月30日13
时00分。

停电范围：交通路、侨运、交通局、南郡假日酒店、丝绸公司、
医药局、聚力房产、华川宿舍、国土局、人民银行。

请以上各单位及用电户提前做好调整生产和生活用电准
备，关闭所有用电设备，以防突然来电造成损失。因停电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遇雨顺延）

国网达县供电公司 2015年7月23日

停电通告

夏日炎炎正好眠。车出南城，坐在
后排的我与实习生小妹妹就在摇晃中
瞌睡了。迷迷糊糊，感觉汽车停靠在一
幢小楼前。觑着眼斜视，底楼两扇卷帘
门紧闭着，正惊诧于门前一排石缸石
狮。瞬间便想起此行任务：采访达川区
麻柳镇的一位乡间收藏老人。带队的记
者部谢主任声音适时响起：“到了哦，美
女们，醒醒。”

零乱陈旧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循声从旁开
的楼道下来，招呼我们上楼。楼道不足
一米宽，阶梯两边，半尺高的小石狮左
右沿阶一溜儿侍立，墙上悬挂的窗棂、
雕花木件，令人目不睱接。转角进到二
楼客厅，说是客厅，地面几乎没有空闲
处，除开一张小桌两把椅子外，各式几
案充斥其间，重三叠四堆码着书籍、包
装盒等杂物。目之所及，除天花板，所有
墙面，悬挂着排匾、镜框、各种证书等。
这客厅，更像一个零乱不堪、年代久远
的杂货铺。客厅里，一位老者正从藤椅
间立起，左右环视，似乎想找个宽畅点
儿的地方安排来人落脚。

小楼建筑面积三百多平米，两楼一
底，包括客厅、餐厅共有十二个房间，系
主人廖洪武夫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修建。得知记者一行慕名探访其收藏，
廖老引我们往其他房间参观。这些房
间，各有分类，但堆码情形与客厅类似，
因少有人员进出，更显寂寞与陈旧。房
间里各式器物，不管当初身份如何尊
卑，光阴流转，岁月无痕，却赋予它们同
样的收藏和研究价值，弥足珍贵。

老人家的女儿告诉我们，“你们看
到的，只是部分，还有好些‘寄托’在外
面，尤其一些精品，我们也是逢年节时，
爸爸才偶尔‘请’回来，让我们开眼。”

立志收藏

领我们参观时，面对各式器物，廖
老说得最多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我不
收，这些就当柴烧了；如何我不收，这些
都进了化铁炉；如果我不收，它们就成
垃圾了。

其实，廖老所指，如今谁不知道是
值钱的宝贝呢？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它们就真靠了廖老动员全家出资、
找亲友学生募捐，百般筹集钱款，才高
价收回、保护留存至今的。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达城大西
街出现了文物地摊市场，爱好铜币收藏
的廖老偶尔也去选购一些秦汉至民国
时期的穿孔铜币。当时，他听到一个消
息，说是有些寻宝人，将收来的古陶瓷
器、古石木雕刻、古佛像等卖给沿海的
文物贩子，再走私境外。这个消息，令廖
老大感痛心，为使剩下的巴蜀文物不再
流失海外，他决定不惜代价，把民间所
剩无几的巴蜀文物收藏起来，建一座展
览馆。

廖老说，“你们知道搞收藏，一要有
钱，二要有货，三要有鉴别真伪的能力。
而我，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第一，我和
妻子靠工资吃饭，还要培养五个子女读
书。第二，我不认识那些寻宝的人，买货
很难。第三，我地处偏僻，所见文物不
多，更不懂文物断代。但我这个人，就是
不怕困难，不怕吃苦，凡是我乐意干的
事情，就一定要干好。”

藏品丰富

“第一个送货上门的寻宝人，给我
送来一件伤残的碎瓷花瓶，以120元高
价成交。他高兴极了，主动将其伙计介
绍给我。收藏过程中，也有上当的时候，
当时，有寻宝人看出我是外行，送来所
谓的‘官窑’器，我对照书本图录，觉得
不错，均高价成交。直到一个月后，经行
家鉴定，才知自己买的全是高仿品。那
一次打击，我倒在病床上，一天一夜茶
水不进。我不怪别人来坑骗，只怪自己
不识货。这次上当，也让我想明白：一个
真正的收藏家，应具有高深的品质，宽
广的胸怀，准确的鉴别能力。所以，我始
终坚持不退货，就当拿几万块钱缴了学
费，买了教训。此事一传十，十传百，陆
续传到邻近县市省的一些寻宝人耳里，
他们觉得我是讲信用、有收藏家气度的
收藏爱好者，都慕名而来，给我送货，使
我货源猛增。”回忆往事，廖老轻描淡写
道：“这也是老子祸兮福兮的辩证哲学，

我是因祸得福。”
除陶瓷外，古书、碑帖拓本、青铜

器、佛像、文房四宝、金石印章、玉器、景
泰蓝、象牙器、黄杨木雕、刺绣、锁具、蚊
帐钩、古家具、古钱币等之外，凡有研究
价值的残缺、破烂货，廖老也收。二十多
年的收藏和研究，他说，不仅获得了丰
富的藏品，还学到了多方面的文物鉴定
知识。其五万余件藏品中，有上自秦汉
时期的陶瓷、青铜器，下至民国时期的
浅绛瓷器铜刻盒等等。这些器物，延续
三千多年历史，研究这藏品特点，可知
道各时代民风民俗、文化特点。

情何以堪

只是，这些能够反映巴蜀地区生活
变迁、文化发展的器物，这些藉老人二
十多年心血、耗尽一生财力收来的藏
品，如今只能静静地立在墙角、躺在楼
道，堆在暗室，任凭时光消磨，承受灰霾
剥琢，叫人痛惜。不知廖老面对这些文
物，回想初衷，情何以堪。

“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他们不
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失殆尽。”老人一
直在坚守、在等待。问及如保妥善保存
这些文物，他有些无奈：“建展览馆或者
博物馆的报告已经向有关单位申请多
次……”老人收藏文物，从不曾想到出
售，不管来人出价多高，不管生活有多
清贫拮据，他等待有朝一日：“它们应该
作为研究巴蜀文明的史料，整体出现在
世人面前。”

老人今年78岁，不知通往梦想的路
还有多长、有多艰难……

时值大暑，炽日高悬，正午时分，我
们结束采访告辞。在返程的车上，回想
一头华发的老人，佝偻着身子，在斜长
的楼道里指着一架床彩说，“我不收，这
些，就当柴烧了。”不禁想起曾在一本书
中看到的，曾在新中国成立后向国家无
偿捐赠了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
好诗》等国宝的国宝级人物张伯驹先
生，在自己书画录里写过的一句话：予
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
吾土，世传有绪。

赤子之心，代不乏人。

阳光透过玻璃亮瓦，照射在被灰尘蒙敝不见颜色
的床彩上，我很想问廖老的儿子：“你觉得，父亲留给
你的，会是一笔财富，还是一堆麻烦？”

堆在屋角的梳妆镜，尽管陈旧，依然能够唤起我们
的猜想：它们当初在大户人家闺阁时，那份精美与端庄。

这些瓷器，大多出自民间，不及官窑尊贵，却能反
映巴蜀民间审美流变以及生活场景的变迁。

腐蚀斑驳的青
铜器，见证了收藏环

境对这些器物的消损。
“有没有有识之士，帮老
人家圆梦呢？”返程的
路上，这成为我们

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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