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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原上世纪 80 年代老长沙街景的

楼中社区打卡拍照，乘缆车穿行于各色复

古店铺之间，在怀旧小卖部挑选童年吃的

零食，玩一把平时很少见的街头游戏⋯⋯

随着文和友火爆“出圈”成为新的旅游打

卡地标，湖南长沙掀起一股“怀旧”新风

潮，不少年轻人爱上了这些可以勾起旧时

回忆、了解城市变迁的老物件。

随着抖音等移动短视频平台的爆火，

关于城市的短视频的关注量也陡增，从而

使得一批城市在互联网上被人们熟知。

长沙作为网红城市，而今掀起的一股“怀

旧”新风潮，也日益受到网民们的追捧。

如果说，旧物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

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话，那么，收藏旧物其

实也就是在收藏一个家庭的过往轨迹、生

活故事，收藏一个城市的发展沿革、变化

历史，尤其对年轻人来说，类似的收藏行

为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须知道，这些东西也是不可再生的

资源，与其说留下的是老物件，倒不如说，

留下的就是一段极为珍贵的历史与文化

的记忆。如果不加搜集、收藏，说不定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就会烟消云散，再无

迹可寻、无物可睹、无思可追。

是的，只须看一看成都一位从小喜爱

收藏书画和文玩珠串的熊伟，其搜集罗致

“怀旧物品”的经历及其成果，就足以让你

因共情共鸣而震撼不已。他 2018 年开始

大量收集旧物，目前已拥有不计其数的旧

物，并在 2019 年成为文和友的旧物供应

商。尤其“通过探店达人们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的打卡照片，也在无意间帮助了不少

人，找到了他们逝世多年的父母遗失的来

往书信、笔记等珍贵物品”。不仅如此，除

了打卡的游客外，光顾店铺的还有做科研

的大学教授、找灵感的艺术家和不少对中

国上个世纪旧物感兴趣的外国友人。他

们在此发现“新奇”物品、寻找老城记忆

——想一想吧，他所提供的这般“怀旧”服

务，岂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意”？更何况，

熊伟将自己的收藏搬上直播平台，在带动

装饰性和实用性藏品线上线下销售的同

时，是否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参与“物尽其

用、废物利用”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呢？如

此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怀旧性的

物品”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甚至以为搜

集、收藏这些东西就是不务正业“捡垃圾”

“收破烂”的行为。此言差矣！其实，任何

一个城市都有演变发展的过程，换言之，

一个城市的发展定然是有来由的，有轨迹

的，这些经历了岁月筛选后留下的东西也

定然是有生命和价值的。我们搜集它、收

藏它并去搞清楚、弄明白这些旧物的“前

世今生”，显然不是为了作秀——为怀旧

而怀旧，也不是为了抵制——要倒退并沉

醉于过去的生活里，而是为了更好地回味

过往的岁月，充沛感受附着而蕴含其上的

历史温度、文化意蕴、美学价值，更好地让

旧物真正活起来，并在点亮城市记忆、挖

掘城市根脉中去振奋精神、鼓足干劲，追

求新的更美好的生活。

近年来，从乡村建立“乡愁博物馆”到

城市社区建设“城市记忆馆”，媒体上也时

有报道。细细体味，这与长沙兴起的“怀

旧风潮”，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必须看

到，而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城市抑或农村中的一些老

物件因为与居民的生活关联度不高，因而

正渐渐淡出他们的生活，但这些遭废弃的

老物件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废弃物，

作为生产工具抑或生活用具，它们曾经陪

伴着城市或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生

产，怎么可以随意舍弃呢？是的，老物件

其每一件都附着着居民们深厚的情感温

度，每一样都寄托着村民们浓厚的乡愁情

结。建立“乡愁博物馆”和城市社区，建设

“城市记忆馆，”正是为了保护了这些老物

件，并记录社区、乡村的生活变化、文化发

展、历史变迁。

“网红长沙”掀怀旧风潮，令“破烂”成

“时尚”唤醒老城记忆的做法，也同时启示

我们：建设类似“乡愁博物馆”“城市记忆

馆”这样的文化设施，关键要彰显并发挥

其教育、审美、娱乐等综合功能，并在注重

“三好”上下功夫：一是“充实好藏品”。要

尽可能将反映城市和乡村记忆的老物件

及时收齐收足。否则，时间一长这些老物

件就有可能丧失殆尽。同时，要标上名

称、说明用途等，并做好策展、布展工作；

二是“编写好故事”。每一样老物件的背

后都有一个个与人交集而发生的动人故

事，这些故事随着时空的转换，不啻成为

融入人们情感记忆里里一道挥之不去的

乡愁情怀，更是对后人进行艰苦朴素、踏

实劳动等教育的极好教材。因此，我们要

利用一些老人尚健在的契机，抢救性地做

好发掘整理相关“故事”的工作；三是“选

用好载体”。“乡愁博物馆”“城市记忆馆”

建成以后，关键要精心设计载体，运用旅

游参观、演讲比赛、非遗展示等途径，让其

成为走近人们生活、走进人们心里的一个

精神家园。

从“怀旧风潮”到“城市记忆馆”
■赵畅

“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大抵是走过

了一定收藏阶段、迈向更高层次的艺术品

收藏者，在面对自己刚入门时收罗的较多

老普（老即古玩中所说的高古瓷之“老头

器”，普即普通品、大路货，瓷杂、小名头书

画家作品、做工粗糙的柴木老家具等）后，

面临的一个恼人问题，因他们已不再满足

于容易拣到的普品“贝壳”，而是向往搜寻

高端的精品“珊瑚”。

而今，借助国家实施振兴乡村战略，

繁荣兴盛农村文化，各地乡村博物馆、文

化礼堂建设方兴未艾，已有诸多有识之士

目光前瞻地认为，海量的老普藏品将陆续

“入汇”其间；如此，不但能纾解老普之品

鸡肋烦难，让藏品“流动起来”，更好施行

以藏养藏、彰显历史文化价值的本义，也

使得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乡村博物馆、美术

馆、陈列室、礼堂⋯⋯“椟”中可盛放更多

的“珠”，——除本乡本土的农耕时代之铁

耙、锄头等农具、锅碗瓢盘等生活器皿、风

俗用品等“旧货”外，还有整个民族文化代

表性遗产、最实用而具“形而上”艺术审

美、文化传递特质的瓷器、字画、杂项、玉

器、家具、古籍等，后者虽谈不上高精尖，

却是民族记忆、文化血脉、品类符号的正

宗。不但因此可丰富馆、堂之收藏、陈设，

且能“不隔”地代入、嵌融于传统文化的肌

理，成为凸显、闪亮的一部分。“水回到水

中”，老普之品因此能成为亮角。并在此

乡村文博、民俗汇聚的场域，起“重新定

义”全部藏品整体的“值”内涵与“价”评判

作用。

任何时代，金字塔间的顶级精品、绝

品永远就是那么一些，它们也是大量的普

品累积而成。如果刨去这种意识、概念，

稀缺少见、完美、集中体现⋯⋯而“抬高”

着商品性、金钱财富“软黄金”替代，则大

量的老普之品，从来就是历史、文化的同

样载体。

事实上，对“普品”的认定，也是一地

一时的。浙北地区产的太湖石、紫砂壶，

本地人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朋友带去东

北，人家则“很珍贵呢”。以前“古董”只是

古籍、书画、玉器、瓷器、钱币等传统意义

概念，床楣、窗棱、砖瓦、瓷片、石臼等太过

普通，这些年，收藏品范围更广了，几乎涵

盖所有“旧物”。时过境迁，事物的内涵和

外延都在发生变化，曾经的“普品”、旧货，

有的如今已经成了市场的俏货。此外，对

于“普品”，不同藏家有不同认知、理解和

判断。一些眼界高、视域阔的大藏家，很

多非常精的好东西，在他们看来也是稀松

平常的“普品”，并常将这些庋藏的旧品投

放入市。但对于一般藏家来说，这些东西

就是顶尖精品了，由此，这些大藏家眼中

的“普品”进入市场后，反成了中小藏家

“抢收”的香饽饽。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重大决策

部署。“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

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

表现形式。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

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

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

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

用。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

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

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支持农村

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

化等传承发展。”今日，在国内各地兴起的

文化礼堂、乡村博物馆等建设，就是体现这

种精神的一种实践。而要布置这些馆、堂、

陈列室，该有多大的物品“缺口”？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任务。乡村博物馆、美术馆从

无到有的发展，显现出其在助推乡村振兴

上大有可为。发掘资源，留住乡愁，放眼

世界，有很多知名博物馆均位于乡村。

2021年9月23日，浙江省启动乡村博物馆

建设仪式，省文物部门负责人称：“十四

五”期间，全省还将在 5 年内建设 1000 家

乡村博物馆。

走进长兴县小浦镇方岩村的“婚俗博

物馆”，里面恋爱信物、婚礼用品、新婚盛

装、洞房家具⋯⋯展陈的都是传统婚庆习

俗旧物。该县水口乡农耕博物馆和白阜

村蚕茧博物馆，农具和蚕桑用具又见证着

太湖流域的农耕文化和蚕桑文化，其中的

很多古董、旧物，都是或买或受捐而来。

水口农民朱金林，近年来已开出浙北古人

类生活博物馆、吴兴妙境禅茶博物馆等。

“我花数十年，目前已收集‘老头货’上万

件，包括30%的普品、残器，我也买。”

在这个老普之品“转运”于乡村博物

馆、文化礼堂的过程中，除了藏家自己的联

系沟通洽谈外，各地已成立的基层收藏协

会于展陈、于推介，也大有可为；各地的乡

村博物馆、美术馆、陈列室、礼堂，也会逐渐

被“唤醒”文化自觉，抓住纳藏时机，“灵市

面”中以低廉的价格、合适的如“半卖半送”

“原价转让”，乃至直接“捐赠”等获取相当

数量的老普之品。当然，一切的发生，最终

还是在互通信息、良性引导中，靠市场主体

的自主、自觉、自发调节而实现。

老普品的巨大存世量，将逐渐被“乡

村”激活，继而吞吐呼吸，由是可以乐观地

看到，整个国内的艺术品市场因得以鲶鱼

搅动，活了起来。顶级艺术品拍卖是塔

尖，与更大基层、基础与中间阶段的一般

藏家、工薪阶层艺术爱好者的活跃、流动，

以及最底层的乡村公益博物馆、陈列室、

文化礼堂的吸附、相适、沉淀、托底，整个

国内的艺术品市场才算是完整、健康，有

生机与活力。

“老普”，乡村博物馆的“亮角”
■徐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