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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家”字题写者 舒莉莉 学生

感言：在社会的纷争中，家是你永恒的

坚石，惧了、怕了，想一想家，那是你自

信的来源。编辑 程高赢

那些镌刻着难忘记忆、珍贵
感情、倾心钟爱的老物件，记录
着我们的成长历程、生活的悲
欢，更承载了我们共同走过的那
个时代记忆。房子虽老，物件虽
老，但记忆不老。

——弟弟徐一平 徐一多

伯伯老屋里的每一件老物
件都历经风雨，饱含生命力。希
望更多的人能读懂老物件背后
的故事。

——侄子徐新新

一飞家的老物件是村里的
一大亮点，不仅种类繁多，而且
在年轻人看来非常新奇、好玩，
富有教育意义。

——邻居黄伟军

如今，徐一飞家中的老物件还在不断增加。每

逢壶镇、武义有集市，他都要去“淘宝”。若是淘到

有历史价值的物件，他能开心好久。

上个月，徐一飞家的“展厅”新添了几样“活

宝”——5只松鼠、3只鸟。“一个人生活有些乏味，朋

友建议我养些小动物，既可以陪伴我，还能给古居

增添人气。”徐一飞乐呵呵地逗着几只松鼠，一边喂

食一边说道。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拎着几只小动物

去附近的山上散步，遇到熟识的村民就邀请他们去

家里看看新淘的宝贝。

晚年生活中，除了打理老物件之外，徐一飞不

忘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因为热爱收藏，他会经常

查阅、打听这方面的知识，一来二去，自己竟也成了

半个收藏专家。“知识丰富了，对收藏也有好处。”看

书学习也成了徐一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徐一飞家门口挂着一块他自制的“家庭展示

馆”介绍牌，上写“原生态、纯天然、怀念乡愁、美丽

舟山”等字眼。他有个心愿：在这座百年古民居里，

搜集、展示更多的老物件，办一个家庭博物馆，让更

多的人了解老物件的用处和背后的故事。

清代的洗澡盆、白洋罐、茶
罐，旧时农民用的砻磨、锄头、
犁头，还有 1952 年出版的《毛
泽东选集》、1980 年出版的《周
恩来选集》⋯⋯不同时代的老
物件集中在了舟山二村鱼池街
二弄 99 号民居里，让人仿佛置
身于一个家庭历史博物馆。

这些老物件的主人叫徐一
飞，今年79岁。

“收藏老物件纯粹是出于
爱好，每一件我都视作宝贝，再
高的价钱也不卖。”徐一飞说，
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开一个家庭
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老物件
来历和背后的故事。

舟山二村鱼池街二弄99号民居，又称黄洵儒民

居，是徐一飞的外公传下来的。一踏进门槛，映入

眼帘的是近 100 盆盆栽。小院里不仅有常见的梅、

兰、菊，还有徐一飞从大别山、仙霞岭采回的灵芝。

屋内正播放着优雅的音乐，给人一种怀旧的感觉。

顺着老人所指，记者看到门上的一块介绍牌，

上面写着“黄洵儒民居，始建于咸丰年间，坐西北朝

东南，占地162平方米，三合院，砖木结构。”

“花窗上雕刻有动物、花草、冰裂纹等图案，院

墙上绘有花鸟壁画，都非常珍贵。”在徐一飞老人眼

中，房子本身已是宝贝，又能生活在自己收藏的一

堆宝贝之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徐一飞已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

收藏的了。“洗澡盆、茶叶罐、雕花床陪我长大，看起

来非常亲切。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些老

物件叫什么了。”徐一飞回忆，小时候，长辈们经常

会和他讲家里太师椅、八仙桌的来历和故事，天天

用鸡毛掸子轻拂家里的宝贝瓷瓶。

耳濡目染，徐一飞对老物件的崇敬也油然而

生。长大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收藏，现在已有上百

件，包括农具、书籍、花草、奇石等。

这些年，舟山二村的古建筑吸引越来越多的游

客前来观赏。每逢游客到他家，他都热情地讲解，

向游客介绍这些老物件。

因为老物件的种类、数量繁多，徐一飞别有情

调地将其分成了两大类：一楼是“情深深怀念居”，

主要展示花草、老家具、书籍等，也是徐一飞居住的

地方；二楼是“意浓浓乡愁展”，展示谷仓、犁头、柴

刀等农具。

在一楼大厅，记者看到一个罩着竹制盖子的

圆形石墩，盖子上还连着几根可以转动的木轴，很

独特。

“以前没见过吧？这个叫砻磨。”据徐一飞介

绍，这个砻磨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起码有上百年历

史了，他小时候还用过。“旧时没有碾米机，全靠砻

磨来砻米。”徐一飞一边说一边比划。晒干的稻谷

倒入石墩上的竹笼盖里，流入砻磨中，然后用人力

转动砻磨，谷糠和米就会分离。白色的米最终进入

石墩下的箩筐。

“这样的米叫糙米，还不能吃，还要用风车去除

杂质，才能成为白净的大米。”徐一飞说。小时候农

忙时，他会帮着砻米，一砻就是一整天，非常考验耐

心和体力。

“老物件很有教育意义。”徐一飞说，只要有年

轻人来参观，他都会特意介绍下砻磨，告诉他们过

去农民的艰辛和粮食加工的不易。

住古民居收藏老物件，他觉得很幸福

设展区讲“古董”故事，他觉得很有意义

爱到集市“淘宝”，藏品还在增加

□记者 程高赢 杨成栋

徐一飞：我想办个家庭博物馆

▲各种农具琳琅满目

▲徐一飞收藏的书籍

▲现在已经很少见的砻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