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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南民间
收集2000余件农村老物件

“这2000余件汉南民间农耕文明
遗产是我和几个好朋友几年前到拆迁
村子里收集的，当时他们把这些农具、
坛坛罐罐都遗弃了，我一看觉得这都是
宝贝，于是就收购了一些回来，当时用
大卡车足足装了5卡车。”王善栋介绍，

“你看我这一个小房间十几个平方米，
地面上、架子上堆满了青釉色的、黄色
的、彩绘的或灯笼型或大肚小口型的各
种瓷器、陶罐100多个，大部分放在邓
西村的农村房舍里。虽然我们不懂文
物，但是这些时代的印记还是应该好好
保存起来。”王善栋最希望的是为这
2000余件老物件开一个展览，展示汉
南地区的农耕文化和生活。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王善栋指着
一双木屐说，“这是原来农村下雨必备
的鞋子，那时候农村都是泥巴路，下雨
如果没有这个木屐，你在泥地里无法行
走，更无法下田劳作。还有这些喜罐，
当年农村结婚家家户户都要有，随着时
代的发展，这些婚嫁习俗也改变了。”

随后，王善栋又带着大家前往邓西

村参观收集回来的大件物品，有雕龙刻
凤的床架、古旧的橱柜、婚姻陪嫁用品，
还有如今年轻人根本没见过的碾米机、
筛米机等。一时间，犹如走进了一座座
没有展厅的微型民间农耕文化博物馆。

挑选湖北民间手工艺品
惊艳中国艺术节

对于民间老物件这么热爱，这跟王
善栋的工作离不开关系。王善栋40岁
从部队转业后进入省群艺馆工作，20世
纪80年代，他历时3年走访全省60多
个地市县，寻访民间艺人和寻找民间手
工艺品，通山木雕、黄梅挑花、土家族西
兰卡普等各类民间手工艺品被选到武
汉展出，最后在武汉展览馆展出约
2000件。时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曹振
峰来参观指导时直呼没想到，激动地拍
板：“太精美了，想不到湖北有这么门类
齐全的民间艺术品，我邀请你们参加第
一届中国艺术节！”

民间文物也是国人的“日记本”、历
史的教科书。第一届中国艺术节1987
年在北京举办，湖北和武汉民俗文化作
品一举惊艳展会。从那时起直到现在，
王善栋这辈子就跟民俗文化结下了不
解之缘，痴迷其中一发不可收。

计划筹建
“武汉汉南民俗博物馆”

2018年，汉南开始大拆迁，王善栋
和两位好友邓继年、邓继军一起，连续3
年，无论春夏秋冬，走村串户，一家一家
拜访，收集农家丢弃的生活、生产等各
种物品，生怕遗漏一件不可再生的文化

记忆。
“看到有人把坛坛罐罐丢到垃圾堆

里，我就把它们捡起来，装进背上的蛇
皮袋里。后来也有农民看到我们在收
集，就打包全卖给我们。”王善栋讲述这
些老宝贝的来历如数家珍。这些东西
他们花几元或一二十元，最贵的用100
多元买下来。这些手工瓷器有的细腻，
有的粗犷，有的纯净，有的花哨，有的时
尚，有的古朴笨拙，非常养眼。

碰上农家带有雕刻和彩绘的嫁床、
梳妆镜台，虽然油漆斑驳、陈旧不堪，但
这在王善栋眼中可是稀罕宝贝。他说，
这些民俗闺房用品再往后就绝迹了。

王善栋说，自己千辛万苦把这些
物品收藏保存下来，既可印证过去，又
能见证未来，意义大得很！王善栋表示
现在他们想筹建一个“武汉汉南民俗博
物馆”，让这些宝贝也能有一个自己的
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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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
张玲）5月28日下午3时40分，武汉大
通出租公司鄂ADX1623出租车驾驶员
陈义伟驾车经过金桥大道府河桥下坡
处，看见一名拎着被子等行李的老年人
在路边拦车，陈义伟见大热天老人站在
路边，立即主动靠边停车。

“我要包车回安徽阜阳市颍上县洪单
村，我以前包车是1400元，可以吗？”老人
不好意思地对陈义伟说，“但是我身上没
有钱，回村里我再找人给你可以吗？”

陈义伟回答说：“从这儿去安徽阜
阳有400多公里，您跟家里人打个电话
确认下，如果家人同意我就送你回去。”
接着，陈义伟帮老人拨打电话，可是电
话打不通。

此时，老人称身上带有存折，问陈
义伟能否带他找家银行取钱。

于是，陈义伟开车带着老人来到市
民之家北门武汉市农村商业银行，老人
掏出被汗水打湿的存折，可是跨省银行
柜台办理不了存折取款业务。

正在犯愁时，陈义伟提出再拨打一
遍刚才的电话试试，没想到电话接通
了。得知情况的村领导在电话中对老
人说：“包车费用太贵了，我加这位出租
车陈师傅的微信，转300元钱给他，他
再把现金给你，你到武昌火车站坐火车
回老家。”

行车途中聊天，陈义伟得知老人4
天前来武汉，准备去一家老乡开的餐馆
打工，但是没找到老乡，随身带的200

元也用完了，现在身无分文，连吃饭的
钱都没有，所以准备回老家。

陈义伟心里一算，这次开车送老人
的车费和等候费近80元，老人的火车票
需要200元左右，如果收了出租车费，
老人吃饭喝水就没啥钱了。于是，陈义
伟主动跟老人提出免费送他到武昌火
车站，让老人留点钱在火车上买吃的。

将老人送达武昌火车站，陈义伟又
给村领导打去电话：“我把老人送到武昌
火车站，出租车不便长时间停，老人说自
己会买火车票，已安全送他下车。”

临行前，陈义伟叮嘱老人记得买点
吃的，路上注意安全，老人家再三向眼
前的“雷锋车”出租车司机道谢，感谢在
武汉碰到了好心人。

路遇外地老人“身上没有钱”要回老家

“雷锋车”的哥一路相助送其到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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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虽然算不上文

物，但都是早前武汉农耕文化

的体现和印记，现在这些东西

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我

觉得还是应该找个地方展示一

下，让后辈了解当年农村生活

和劳作的情况。”83岁的王善栋

退休 20 多年，但是一直做着跟

文化传承相关的工作，他一边

介绍自己收集回来的木爬犁、

木桶、木屐、木头雕花床，一边

说着每个物件背后的故事。

路边发现可疑植物
少年获评“禁毒小卫士”

武汉晚报讯 5月20日，新洲区
潘塘街道13岁学生小浩（化名）被授
予“禁毒小卫士”称号。一周前，他和
父亲前往某水塘钓鱼，发现路边菜地
里几株形态特殊的植物，凭借课堂上
学到的禁毒知识，他判断这可能是罂
粟，便立即报警。接到报警，新洲区
公安分局潘塘街派出所民警迅速赶
到现场，铲除罂粟原植物多株。

“罂粟各个成长期特征不一样，
群众识别难度大。”新洲区公安分局禁
毒专班负责人谌中彪介绍，新洲区位
于武汉东北部，辖区面积大，山地多、
林地多、田地多，加上罂粟等原植物开
花后，混杂在花丛中难以辨别。

今年以来，新洲区禁毒部门抓住
罂粟成长关键时期，全面梳理近年来
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警情，将非法种
植易发、高发部位及重点偏远地区纳
入无人机检测范围，发现线索立即组
织警力核查，发现一株，铲除一株。3
月以来，新洲区聘请专业无人机航测
公司，对辖区重点区域开展多轮全覆
盖式检测，覆盖面积460余平方公里。

据了解，近年来，新洲区坚持预
防为主，将禁种宣传融入法治教育、
道德教育、健康教育，在区禁毒教育
基地、各街道社区戒毒康复中心设置
专门展区，展示罂粟成长各阶段样
本，方便群众识别。在罂粟生长期
间，通过布设宣传标语、发放宣传手
册、设置宣传喇叭等形式，将禁种铲
毒宣传车开进各乡村，开到群众身
边。 戴旻阳 冯威 陶晖 吴寒

王善栋介绍高足木屐。

从拆迁村庄收购回来的各类坛坛罐罐。 木头柜子等都是现在难得一见的农村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