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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壮的“流动民俗博物馆”
沈阳文保志愿者刘国壮喜好收

藏，并租了一间面积仅八平方米的仓
房予以储存。他的收藏品，均为近一
百来年的老物件，世人用过、见过至
少听说过，因为时间的临近性，大家
一点都不陌生。刘国壮经常带着这
些旧物深入基层，讲述曾经的动人光
阴，颇受好评。迄今，刘国壮的“流动
民俗博物馆”名气越来越大，他已做
了 100 多场讲座，累计观众达到两万
人！

记忆牵念
因怀旧走上收藏之路

1999年，退伍转业回地方的刘国
壮被分配到沈阳热电厂燃料分厂，成
为一线产业工人的一员。刚进厂时，
刘国壮是一名检修员，过着早八晚五
三点一线的生活，轻松但略显单调。
后因工作调整，他成为一名机车班的
运行值班员，开始了长达12年忙碌的
倒班生涯。运行值班员上一个白班
能休 24 小时，上一个夜班能休 48 小
时，休息时间比其他工种稍长。

做检修员时，刘国壮总感觉一身
劲没处使，总想找点别的事做。刘国
壮从小在农村生活过，一次回农村看
到老物件，突然心有所动。“我从小就
喜欢老物件，尤其在姥姥去世后，她
曾用过的老物件更激发起我搞收藏
的想法。”就这样，刘国壮走上了征集
老物件的收藏之路。

持之以恒
刘国壮的收藏历程

目前，刘国壮收藏的老物件超过
300件，已初见规模。收集这些东西，
他用了五年时间。“最贵的 200 多元，
最便宜的只有几块钱，还有一部分是
捐赠的，平均价位在 3.5 元左右。有
的看好的老物件，因为价格太贵，失
之交臂；有时淘到物美价廉的老物
件，他欣喜若狂，几乎夜不能寐！为
淘回有价值的老物件，他有时驱车几
百里路往返。”回想自己的收藏历程，
刘国壮满怀感触。

起初，家人都不理解，认为刘国
壮这是在“捡破烂儿”，费时费力还费
钱，一些人还私下骂他傻。怕被家人
发现，刘国壮只能把这些东西藏在车
子的后备箱里，走到哪儿拉到哪儿，
后来东西越积越多，藏不住了，只能
和家人摊牌。

经刘国壮反复说服，家人对他的
做法慢慢理解了，闲暇时，还会陪着
他一同去旧货市场看看。刘国壮经
常去村镇大集淘宝，甚至深入吉林、
内蒙古、山西、山东等地寻觅心仪之
物。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老物件，
2018年，刘国壮的父亲特地在一栋居
民楼地下一层租了一间仅八平方米
的仓房，设置展示架，送给刘国壮做
礼物。这间名为“老物件展览室”的
仓房灯光昏暗，空间狭窄，一层层铁
架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老物件。

“过去的城市和生活正在消失，老物
件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沉淀下来。
老爸觉得很有意义，想用这种方式，
支持我做出个样子来。”刘国壮说。

随着老物件收集活动的不断开
展，理解、支持刘国壮的人越来越
多。一次，刘国壮去昌图约见一个收
卖老物件的贩子，他是当地农民，业
余时间下乡骑摩托车挨家挨户收集
老物件，收到合适的就在网上卖，挣
点辛苦钱。到达昌图后，那人得知，
刘国壮是做公益讲座的，很受感动，
说：“联系我的都是二道贩子，专门做
公益活动的，你是第一人！见面是缘
分，这样，我送你两个老物件吧：一个
是木质文具盒，一个是老单腿驴，咱

们就算认识了。”这个文具盒，目前已
成为刘国壮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去哪儿做活动都随身带着。

更令刘国壮感动的是，他的不少
老物件藏品是好心人鉴于他的“善
举”，免费赠给他的。在沈阳市内某
书店开讲座时，有一位60多岁的退休
老工人，在讲座结束时与刘国壮攀谈
起来，问他做活动收费不？刘国壮
说，他目前做的是免费的公益活动。
老人问刘国壮这么做图什么？刘国
壮说：“我喜欢传统文化，以前是农村
孩子，从小姥爷家就有这些老物件。
由于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在
生活好了，老物件消失了，现在的孩
子已看不到也体验不到祖辈生活的
艰辛，而老物件恰是汇聚着先人智慧
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光阴物证，这些传
统文化我们不能丢，得传承下去！”

老人听完刘国壮的话，很感动，
跟他合影，并让他等一会儿，然后骑
车回家把家里珍藏的过去的手机、搪
瓷缸子、棒槌、小人书等老物件找了
一堆，给他送来，且分文不取，免费赠
送。

这样，刘国壮就又多了一个收集
老物件的渠道，正是有这么多好心人
无私的支持与帮助，刘国壮的藏品越
来越多，目前已达300多件了。

刘国壮的“专家团队”
在养老院

刘国壮征集老物件，但他不认识
的老物件为数不少，更难以说清其来
历与使用功能，但刘国壮对此并不担
心，因为他背后的“专家团队”很强
大。他（她）们不是研究机构、大学里
的专家教授，而是养老院里的老年
人。刘国壮与这些人的相识，是因一
次“爱心摄影”开始的。

几年前的一天，刘国壮回农村老
家探亲，回城车站刚好设在一家养老
院门口。等车时，刘国壮无意听到几
位在院门口乘凉老人的聊天。令他
震惊的是，在科技普及程度很高的现
代社会，仍有很多老人10年、20年、甚
至30多年没照过相！于是，热心肠的
刘国壮决定自掏腰包给老人们免费
照相，他觉得做这个事特别有意义，
应该坚持下去。

此后，刘国壮经常去养老院探望
老人，给他（她）们拍照。为丰富老人
们晚年的娱乐生活，他经常把自己收
藏的老物件带给老人看，老人们足不
出户就可以看到只在记忆中出现，或
在博物馆、纪念馆才能看到的老物
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纷纷夸赞刘

国壮，称他做的事积善行德。
收到不认识、叫不上名字、不知

何用的老物件，刘国壮都会拿到养老
院，让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帮看看。
他（她）们当中有很多人经历过那个
年代，认识老物件，知道如何使用。
有这样根基雄厚、见多识广的“专家
团队”，刘国壮收集老物件的底气自
然是越来越足，而随着自己知识储备
的不断增厚，他的收藏之旅便走得越
发自信了。

学以致用
“流动民俗博物馆”接地气

刘国壮收藏老物件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借此弘扬传统文化。他认为，
从民俗入手，从这些承载时代记忆的
老物件入手，是最好的传播方式。

刘国壮经常把他的老物件（侧重
生活用品）带到敬老院办展，颇受老
人们欢迎。老人们看到刘国壮带来
的一件件老物件时，眼里顿时有了光
芒，因为这些老物件里印刻着他（她）
们的人生记忆。

老人们围着一台 14 寸的黑白电
视机，一起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生
活。一位老人说，当时能买得起电视
的家庭，那是相当富裕的。买台电
视，等于今天买了一辆小轿车。还有
一位老人说，当年因为买了这样一台
电视，晚上家里门都不用锁，邻居们
纷纷带着小板凳坐在厅里看电视。
虽然节目少，信号弱，但大家却看得
津津有味，拉近了街坊邻居彼此间的
感情。

一位大娘捧起搪瓷“水瘪”说，过

去住平房，一到冬天冷得要命，提前
把“水瘪”放进被窝，晚上睡觉时热乎
乎的。而现在，电热毯、空调一应俱
全，“水瘪”也就成了“文物”了。

刘国壮清晰记得，一次在于洪区
某敬老院，一位老人看到某一老物件
时，拿在手里默默地看着，眼泪一下
子就流了出来。刘国壮当时就蒙了，
赶紧停下讲座，走过去问大爷：“您怎
么了？”大爷拉着刘国壮的手哽咽道：

“我家以前祖传就是做这个的，看到
你这老物件，就想起我小时候的情
景，你这活动办得太好了！”

刘国壮收藏的老物件不仅老人
们喜欢，学生乃至幼儿园的孩子们也
十分欢迎。在学校，刘国壮的众多展
品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刘国壮展出的手榴弹，好多孩
子起初普遍认为这是一件武器。刘
国壮告诉大家，这不是武器，而是过
去使用的一件练习投掷、锻炼臂力的
体育器材。“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
体质，锻炼身体，振兴中华！”是那个
年代经常响彻运动场的豪迈口号。

刘国壮告诉孩子们，现在秤的计
量单位是十两一斤，而在古代却是十
六两一斤，为何？古人做买卖强调不
能缺斤少两，应童叟无欺，为此立个
规则：天上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福
寿禄三星，共计十六星，由此以十六
两为一斤。如果商人做买卖骗顾客，
意味着：少一两，少福；少二两，短寿；
少三两，损禄。所以做买卖，不能缺
斤短两，要讲诚信，否则犯忌讳。

刘国壮给孩子们拿出一种像“搓
衣板”的用具，问是何物？无人答
对。他解释说，这件东西除金融博物
馆有，其他博物馆都没有，是过去钱
庄装钱的钱板子。比如要装五千块
大洋，若一块块查，得查一上午，为图
便利高效，古人把大洋装到这里头，
一格，可装一百块大洋，十格一板就
一千块大洋，你要五千大洋，我给你
拿五板，多一个装不进去，少一个掉
出来！相当于现在的点钞机。

刘国壮拿出古人所用的量米用
的升与斗，讲解道：“十升等于一斗，
一斗合今天的 30 斤，十斗等于一石，
过去买米都用这个。买完，商家用尺
子将米面刮平，还抓一把米弄个尖
儿，给顾客点优惠，相当于今天的买
一赠一，故称‘无尖不商’，本是赞语，
到现在反成了‘无奸不商’，由‘尖’至

‘奸’，一字之差，意思便完全弄反
了！”……刘国壮的讲解生动风趣，令
在场的所有人都颇受教益，互动活
跃，气氛甚佳。

在刘国壮收藏的老物件中，不仅

有民国时期的大烟枪、蜡台、烛台，还
有解放初期的小学课本、纺车、悠车、
海鸥相机、捣蒜缸子，就连前些年还
在使用的 BP机、手机万能充电器、诺
基亚移动手机，他都收藏。“看到这些
东西，会让人了解时代发展之迅猛，
科技发展之快，更新速度之频！也许
用不了多少年，我们现在使用的智能
化手机，也会成为老物件，放在陈列
室里了。”刘国壮感叹道。

从 2018 年 3 月份到现在，刘国壮
带着自己的老物件深入书店、图书
馆、敬老院、社区、博物馆、消防队等
做了100多场展览活动。他到学校讲
演，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讲到大
学，目前已有 8 所沈阳市内大学请他
讲过课，他的“流动民俗博物馆”累计
参观者已达两万人!

特别是旅游学院师生、搞会展的
商界人士，认为刘国壮的讲解很实
用，因为现在很多农家院、老建筑配
置老物件，当导游的如果不认识这些
东西，怎么带队呢？学以致用，十分
必要。

商亦有道
刘国壮的“文产经营观”

刘国壮四处收集老物件，深入基
层普及传统文化，意义不小，但不得
不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收集老物件需
要钱、给老人拍照片需要钱、到处做
讲座的相关费用省不了、家里还有妻
儿老小……这么多开销，凭刘国壮的
微薄工薪，显然是无法承受，也难以
持久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活
动，同样需要经费，但经费从哪里来？

刘国壮有自己一套清晰的职业
规划：春秋两季主做民俗讲座，冬季
多去敬老院拍人像，夏季赚钱，不仅
为补贴家用，也为公益做积累。刘国
壮是野战部队的退伍军人，旅游尤其
是去戈壁草场探险，仿佛让他回到了
当兵时的激情岁月。2013年前，刘国
壮因兴趣加入一个户外探险群，从每
年固定参加3次沙漠、草原探险活动，
到如今自己做向导组团探险，他的足
迹几乎遍布整个东北地区。“开始时
只是单纯爱好，没想过赚钱，但大家
都挺愿意和我玩，没事就让我设计路
线、安排行程、组织活动，是大家把我
给‘职业化’了，我也很乐意接受这份
向导的职业。”刘国壮说。

对待这份新职业，刘国壮很用
心，从他设计的广告语看，就很接地
气：早知通辽有沙漠，何必远行去敦
煌！

在东北，沙漠骑马常有，骑骆驼
则难得一见。为打造全新的户外理
念，创新户外项目，刘国壮决定开展
沙漠骑骆驼的穿越活动，在原始沙漠
里感受落日、晚霞、孤烟、听悠扬驼铃
声，那是怎样的诗情画意！“眼前夕阳
映照，耳边驼铃回荡，嘴角有蒙古馅
饼、拔丝奶豆腐、荞麦拔面……美食
伴美景，我和游客都体验到了。花钱
的开心，我这钱赚的也踏实，对得起
这份职业啊！”

无论是民俗讲解员、摄影师，还
是沙漠向导，这都不是刘国壮的本
职。“做工人，才是我的根，不能丢！”
刘国壮坦言，无论自己做什么，都得
以不耽误本职工作为前提。

年过四十的刘国壮，仍是平均年
龄 55 岁的所在单位班组里的年轻
人。他曾想过换岗位，但想想自己人
生的定位与期待实现的价值理想，也
就断了这念想。“咱就是普通工人，既
没有当领导的想法，也没有当大师的
超高技艺，那就踏踏实实工作，认认
真真生活，这样的人生，也不比他人
差，照样过得很精彩，活得挺幸福！”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
者 张松

刘国壮展示他收藏的BP机。 辽
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

刘国壮与他收藏的老物件。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