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有这样一批人，尽管年龄、性别及职业不同，他们对
于旧物都有一种特别的喜爱，有的人甚至达到了痴迷的地
步。看一本旧书，听一张老唱片，用民国的茶碗喝着今年的新
茶，在夏日的午后，体验一把慢生活的味道，这似乎是那些旧
物爱好者最惬意的生活方式了。按照他们的说法：“通过这些
旧物，你能和之前使用这些东西的人产生某种联系，沉浸在一
种迷人的气氛中，从而获得身心的安宁和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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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物件珍藏
留下旧时光

在宁波的金钟茶城里，有这样一个传统：每到
周六的凌晨，总有那么一群淘换旧物的人来这里
摆摊，讨价还价，寻找自己喜欢的旧物件。这在圈
里被称为“鬼市”，按照老底子的说法就是黎明前
开张，天一亮就收摊。据说当时，每个摊位都点着
一盏煤油灯、蜡烛、豆油灯什么的。远远望去，那
灯影一闪一闪，隐隐约约还有人在活动，不知情的
人准得吓一跳。后来人们就叫它“鬼市”了。

上周六的凌晨，5点刚过，在金钟茶城门口就
聚集了一群年轻人。他们都是通过网络组织起
来，到这里来淘旧物件。这次活动的组织者陈大
树就是一个旧物的收藏爱好者。他告诉记者，现
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和收集旧物，所
以他身边也聚集了那么一批年轻人。

“目前宁波市区里就这里一个市场，很多年轻
人喜欢旧物件，但是不知道去哪里淘换，于是我组
织了这样一次活动，没想到响应的人很多，不到半
天就聚集了十几个人。”陈大树这样说。记者也参
与了这次活动，看到了很多年轻的面孔，其中90后
占了多数，还有大学在读的95后，他们对于旧物件
的热情，也让像陈大树这样的资深藏家感到欣慰。

张欣怡是宁波工程学院的学生，也是本次活
动最年轻的参与者。“喜欢旧物大概是因为以前家
里有两格抽屉，我暑假时会偷偷摸摸翻着看，里面
有粮票，还有我爸以前收集的邮票，内心觉得很神
奇，因为真的很少见。到后来真正开始收藏旧物，
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的故事，也可能跟我学
工业设计这个专业有关系。之前有段时间特别喜
欢看一个产品诞生的故事，就觉得其实物件也是
有温度的。”张欣怡觉得，通过很多旧物的实体，可
以让自己更好地了解过去那些时代的设计理念，
对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有帮助。

黄晓莉是“谜因”手工的创始人。对旧物的喜
爱最终使她确定了自己工作室的定位。“我做的是
手工物品，包括皮具、首饰等，这些都是我亲自设
计和制作的，其中有不少灵感来自于那些过去的
物件。”为此，她在朋友的帮助下，四处收集那些能
给自己带来灵感和符合工作室气质的老物件，放
在自己的工作室，即是一种装饰，又可以时刻提醒
自己的手工艺术和过去的联系。一个老秤砣、一
个旧水洗，都可以为自己的工作室增添一点灵气，
也可以慢慢地体会过去匠人那种精益求精的心
境。“从某种程度上说，那种老物件所透露出来的
质朴和凝重，是现在的新产品所无法替代的。我
喜欢和收集旧物，也是希望自己传承这种匠人精
神，把自己的事业做成百年老店。”

相比较上面的两位年轻人，作为设计
师的“沃小黑”对旧物的感受更加敏感，为
了本次活动，她特意从镇海赶到市区，为
此早上4点不到就出门了。

“我收藏的旧物不多，大都是回忆，很
大一部分是奶奶留下来的，还有爸妈那个
年代结婚时候留下来的老物件。”“沃小
黑”从情感角度切入对于旧物的关注和喜
爱：“当时奶奶去世的时候，家里人准备把
奶奶的东西全都烧了，有一部分被我留了
下来。我觉得老物件不是没用的东西，它
不仅是一种回忆，还能融合在一些室内设
计里，与一些现代的空间碰撞。有时候摸
着那些东西就会想到小时候的事情，想象
一下，在一个平行时空，两个人的手里先
后握过同一件东西，他们也许会在某个交
点相遇哦！”

“沃小黑”认为，每件旧物件都是有故
事和灵魂的。也许一个竹篮是当时用来
装食物的，包含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
也许一个斑驳的烛台伴随着一个学子夜
半苦读，攀登知识的高峰；或许一把古旧
的梳子代表着一位丈夫对妻子的思念
……而这种实物被设计师拿在手里的时
候，可以体会到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沧桑
感，这些对于设计灵感的启发是很有帮助
的。

“从电脑上的图纸，到最后实物呈现
的状态，其中要经历很多过程。作为设计
师，我要经常跑工地，参与全程。在日常
繁忙的工作中，通过赏玩旧物可以让我找
到旧时光的影子，让自己沉淀下来，这也

许就是旧物带给我的安慰吧。”“沃小黑”
作为一个女性设计师，她的感性让她所收
集的旧物多了一份柔美的气质。

而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吴文宏，却特别
喜欢收藏老旧的报纸期刊和英文书籍，在
当天这群人里面他也是最年长的。他告诉
记者，自己潜心收藏这些“故纸堆”已经超
过了30年，所花费用加起来起码也有数十
万元，当然收获也巨大，自己也乐在其中。

“我手里现在有上千本有关中国近现
代史的英文图书，有的连图书馆里都没
有，这些都是我自己跑到全国各地的旧货
市场一点一点收集起来的，虽然花费了巨
大的人力和财力，但是我觉得很值得！”说
起自己对于旧书报的热爱，吴文宏显得很
自豪。他告诉记者，虽然自己从事的是科
技工作，但是一直对中国近现代史充满了
兴趣，从年轻时就留意相关资料，一直坚
持了几十年。“我现在手里最古老的英文
书籍是18世纪末期一位西方传教士介绍
中国的小册子，可以说相当珍贵，我也是
花了很大力气才从小贩那里淘来的。”

此外，他还收集了大量19世纪下半叶
到20世纪初有关中国外交的英文书籍，

“我英文比较好，阅读这些原版的书籍，可
以让我对那些历史事件有更加全面的认
识，多个角度总是好事情。”吴文宏觉得，
通过阅读这些旧书报，仿佛和作者一起经
历了那些历史事件，让自己的人生变得丰
富而多元。“这就是文字和思想的力量，虽
然载体可能很老旧，但是那些动人的瞬间
却丝毫不会褪色。”

当天的“鬼市”相当热闹，许多人都淘
到了自己心仪的旧物。有人买到了一个
老底子的小磨盘，有人得到了一幅旧电影
的海报，还有的买到了解放前的几本旧
书，可以说满载而归。

陈大树告诉记者，旧物收藏虽然是一
种非常自我的爱好，但是由于要在一定的
场所交易，所以也有一定的规则需要遵
守。

“我们建议，作为新手如果要收旧物，
最好从日常用品开始，具有一定的实用
性。不要一开始就收藏那些古旧的饰品、
瓷器、字画等物品，因为那个需要相应的
知识，否则很容易买到假货。”陈大树建议

大家不要一开始就
投入过多，最好有个

相 对 固
定 的 方

向，循序渐进。“旧货市场鱼龙混杂，考验
的是买家的眼力和定力，心中有数才不会
交过多的学费，一开始最好找个老手带一
带，不要自己瞎闯。”而且，这种市场都有
一套行话，比如“一毛”指的是10元人民
币，而“一块”则是100元人民币，如果卖
家报价，而买家听不懂就会被认定是菜
鸟，很容易吃亏。虽然现在电子支付很普
及，但是在这里，很多人还是喜欢用现金
交易。

另外陈大树建议，大家不要买年代特
别久远的物件，“现在我们收集的旧物一
般都是解放前到晚清的，不超过100年，
再往上可能就是古董了。如果是真玩意，
你可能玩不起，而且有法律风险，如果很
便宜那就一定是假货，现在捡漏的机会几
乎没有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颗平常
心。” 记者 毛雷君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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