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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园内有近20座古宅，
被老房子围在中间的是“大同
堂”。“大同堂”是接待客人的大
厅，面积有100多平方米。这
是一座从金华某一个村落的山
沟里“迁移”来的明代花厅。虽
然年代久远，但一些有价值的
木雕、砖雕仍保存完整。

20多年前，翁林芳前往金
华搜集旧房子，前后两年时间
跑了好几趟。经过洽谈，他花
费近百万元买下了这间“大同
堂”。要把这座老房子整体搬
回宁波可不是件易事。他和

工人发现，这间房子的瓦片一
揭就碎，木梁重且不稳，容易
倒，只能全靠人力拖拽，一共
拆了整整一个月。拆好后，翁
林芳将房子的 500 多个“零
件”一一编号，“左前3”、“右后
1”……按照顺序摆放好。运
回宁波时，足足动用了 50辆
载重3吨的卡车车队。

有了“大同堂”的实践，翁林
芳学会了拆装古宅的复杂程序，
把压在仓库里许久的原材料恢
复成它们原来的模样，也组建了
一支30多名工人的拆装团队。

馆内其余已经建成的古建筑也
都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风貌，原汁
原味。“憩竹居”是三间一弄两厢
房布局的楼房；“千金阁”为清代
女子卧室，四周设格扇和栏杆回
廊；“退思院”是明代晚期萧山的
三开间楼屋。

2018年，翁林芳被评为海
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木
结构古建筑建造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近日，他又带着团队
忙着研究江北区段塘古建筑整
屋搬迁工程，迎接新的任务。

记者 徐丽文

整座老房异地“搬迁”重建

翁林芳:
自建博物园，收藏“心头好”

在鄞州区高桥镇民乐村，有一座占地25亩的鄞州
居家博物园。博物园里，不仅有各式家具、农具、红妆
3万余件，连近 20 座从金华、安徽等地“迁移”过来的
老房子也是藏品。这座博物园的创办人是 62 岁的翁
林芳。

博物园入口处，是翁林芳
的工作室，他常坐在桌前品
茶。细看会发现，桌上的茶托
很是特别，原来那是一套民国
时期的茶具。他边喝茶，边与
记者聊起跟收藏的种种缘分。

改革开放前，翁林芳是一
名农民，后来开了家点心店。
家中有两位娘舅住在上海，翁
林芳时常去看望他们，还常常
去当地的古玩市场，逐渐对各

种老物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回到宁波后，翁林芳一边

经营着点心店，一边四处打听
寻觅老物件。渐渐地，他只要
搜寻到合心意的物品就买下
来，堆放在家中，越积越多。

久而久之，翁林芳的心思已不
在点心店上，索性把店关了。他开
设了一家古玩家具厂，专门从事旧
家具加工，这很受当地居民欢迎。

为了寻找旧家具原料，翁

林芳走南闯北，带回了藏柜、陕
西储物柜、西洋样式琉璃门、福
建四腿凳等各地家具。“别人出
门一趟，都买些好吃的食物，或
者特色服装，而我就喜欢这些
老物件，它们仿佛在讲述‘光阴
的故事’。”翁林芳说。

收藏多年，翁林芳也积累
经验，练就了一双慧眼。看瓷
器会关注釉色和光泽，看玉佩
会仔细琢磨纹理。

喜欢讲述“光阴故事”的老物件

“人都喜新厌旧，我却相反，
我觉得旧的东西经过历史沉淀，
才有味道，与其放在家里自己欣
赏，不如让大家都来看看。”
2006年，翁林芳萌生了想造一
座博物园，把藏品都放进去供大
家欣赏的想法。于是，他开始在
民乐村动工兴建场地。

为了建博物园，翁林芳下
了“狠心”。有朋友劝他，“都年
过半百了，何必再折腾，生活本

来轻轻松松，为什么还用辛辛
苦苦攒下的钱做这不省心的事
情”。对于翁林芳来说，建造博
物园是一个梦想，而且这个梦
想值得付出毕生的努力。

他原本想着用家具厂的收
入来支撑博物园的建造，不料
却碰上了当年的金融危机，厂
子陷入了困境。翁林芳并没有
放弃，一方面向亲朋筹措资金，
后来甚至卖了家里的房子。历

时4年，他的鄞州居家博物园终
于开放了，当时用卡车拉藏品
就拉了一百多趟。

在博物园内，“雕床馆”展
示了卷蓬踏步床、七弯中拷床
等不同风格和年代的床，“红妆
厅”里的红漆果桶、祭盘、樟木
箱子、红木梳妆台、旧式衣橱都
是出嫁时置办的嫁妆……一系
列与居家生活有关的物件都像

“穿越”般展示在人们眼前。

造了座博物园放置“宝贝”

《宁波老年》连续刊发宁波晚

报·博组客白云庄居家养老服务站

将对周边区域失智症患者免费上

门陪护的消息后，咨询电话就络绎

不绝，一个个失智症患者家庭对于

陪护的需求非常迫切。目前，服务

站工作人员对这些报名者正在一

一评估，挑选出适合自己服务项目

的家庭。今后，有意者仍可继续拨

打电话报名。

为了减轻失智症患者家庭负

担，宁波晚报·博组客白云庄居家

养老服务站本月起面向周边社区

提供免费上门爱心陪护服务，周一

至周五免费上门陪护一小时，服务

内容包括认知锻炼、记忆力锻炼、

针对性康复锻炼等。

在宁波晚报·博组客登记的来

电中，有一位家住白云街道的汪爷

爷。他在电话里急切地说：“我最近

记忆力不行，东西经常乱放，家里

人都有不满情绪了，我估计是得了

失智症，你们快来帮帮我吧！”

还有一位失智症患者家属打

来电话：“我老伴得失智症已经有2

年了，情况有些严重，饭吃了好几

顿也说没吃，晚上睡觉胡言乱语，

情绪很不稳定，我怎么办才好啊？”

听着一个个急切的诉求，工作

人员先缓和他们的情绪，然后认真

记录下来一些细节，以备今后上门

服务时进行对照。

由于每位失智老人的身心状

态或失智程度不同，所需的照护方

法也不相同，宁波晚报·博组客将

对服务对象进行详细评估后定制

个性化陪护方案，尽最大努力帮助

患者短时间内提升生活质量。

工作人员建议，如果有医院诊

断报告的话，报名时可备注一下。

同时，失智症老人的家属们要多注

意轻、中度失智症患者的行为方式

变化，以免失智程度加深。

有意者可拨打电话87042867

咨询，宁波晚报·博组客将对每个

来电进行登记，并一一评估后作出

筛选。宁波晚报·博组客工作人员

表示，因人手有限，免费上门服务

名额比较少，请未能通过筛选的读

者谅解。

记者 徐丽文

一个个来电诉说着
失智症患者
陪护的迫切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