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181期7
2022年1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_陈青松 黄海莲 校对_严学锦 设计_李江龙 电话0595-82003110

在内坑白垵三民小学附近，有一座不

起眼的房子，从外观看上去就是普通的石

头房搭盖上屋顶变成的一间大厂房。这是

一间木工作坊，然而，这里除了木工工作用

的工具外，却收藏堆放着近万件闽南民俗

物品，置身其中，让人仿佛沿着时光隧道回

到数十、数百年前的老闽南。

这个木工作坊的主人叫吴明阳，从事

木匠活34年了，然而最近几年他却“移情别

恋”，一心沉迷于闽南民俗老物件的收集收

藏之中，将木工作坊变成了闽南民俗老物

件私人展馆。

内坑白垵吴明阳：老木匠爱上老物件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体育局、中共福建省
委文明办、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民政
厅、福建省老年人体育协会联合发文，公布
2021年度“老年人健身康乐家园”称号名单，其
中，晋江市青阳街道锦青社区、英林镇港塔村、
安海镇坑边村、安海镇菌柄村、东石镇东埕村、
金井镇溜江村、深沪镇运伙村老体协 7个基层
单位获奖。

据悉，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等有
关文件精神，各级老体协主动作为，相互配合，
扎实推进“老年人健身康乐家园”的创建，取得
了新的成绩。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经按“六
有”要求对推荐申报的341个基层单位进行严格
审核，福建省授予105个基层单位“老年人健身
康乐家园”称号。

晋江7个基层单位获评年度
“老年人健身康乐家园”称号

多名专家本周六莅临
晋江市中医院坐诊及手术

本报讯 1月 15日上午，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薛学义主任将莅临晋江
市中医院坐诊、手术。坐诊时间为当天上午
08:30—10:00，于晋江市中医院门诊五楼名医
工作室内。

薛学义，系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
尿外科主任、泌尿系肿瘤及微创泌尿外科学术
带头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泌
尿生殖系统肿瘤早期诊断、根治手术和综合治
疗，泌尿系统修复和重建手术等。

此外，当天 14:30—17:00，国家级著名肝
病专家、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副院长
李芹教授将莅临晋江市中医院坐诊。李芹，
主任医师，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生导
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中医
临床优秀人才。擅长治疗疾病：中西医结合
治疗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病、酒精性肝病、
脂肪性肝病、肝纤维化、肝硬化、肝衰竭、肝脏
肿瘤、胆囊炎、胆石症等。

另外，本周末，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结直肠外科官国先主任、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疝与腹壁外科专家李俊生教授将莅临晋江市
中医院坐诊、手术。

温馨提示：请需要咨询、预约的患者，拨打
医院电话预约挂号：0595-85891234（医院预约
服务中心）。请前来就诊患者携带好就诊卡(医
保卡、农保卡)及以往病历、检查报告、体检报告
等资料，以方便医师检查。

陈润秋 1957 年 9 月出生，晋江陈埭
人，泉州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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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秀场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你喜欢这些，擅长这些，

那么，这里便是你展示的舞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友才艺

作品的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摄影作品：《童真可羡》 作者：洪巧

摄影作品：蔡清伟《苗家芦笙舞》

“你看这个木雕衣柜的两扇柜门上的木雕
和闽台缘博物馆里我看到的那个很像，没有那
么精致，但是看到它我就想到当时的震撼。那
一次的震撼，让我走上了系统的收藏之路。”

吴明阳说的系统收藏，是有意识、成套地去
收集老物件，比如那些颇具闽南特色雕花门板、
眠床、屏风、梳妆台、桌椅、木箱等木质类生活用
品，再比如磁灶窑出产的生活用具……

在这些收藏的物件里，有一个系列是吴明
阳特别喜欢的，那就是闽南传统饭勺。

吴明阳介绍，闽南传统饭勺是一种家庭用品，
同时也是一种民俗用品。木制寿桃型的饭勺，蕴
含着闽南人“食寿”的愿望。上面的雕刻精美考
究，既结合了闽南传统木雕雕刻，同时富有非常鲜
明的地方民俗特色，带有各种吉祥寓意。“常见的
如凤头、龙头、树枝、梅花、喜鹊、牡丹、石榴等，牡丹
代表富贵，石榴代表多子，喜鹊代表吉祥。”吴明阳
说，一把把小饭勺，虽是日常的、民间的，但包含了
咱厝人的诸多美好祝愿，更是厚重的闽南传统文
化的缩影，所以他特别喜欢，花了不少心思收集。

“随着生活方式、习俗的改变，现在的饭勺大多是
塑料、不锈钢等材质的，造型上也无太大区别。传
统的饭勺越来越少了。”吴明阳说，从最早收集一
把100多元，现在都要五六百元了。

“家用饭勺一般无油漆或者上清漆；婚庆饭
勺一般上朱漆，刷金粉。”吴明阳收藏了50余把这
样的传统饭勺，既有无油漆的原木家作饭勺，也
有婚庆用的上了朱漆的饭勺。在这些饭勺里，尺
寸大小不一，常见的都是20多厘米长。“最小的才
6.5厘米长，你别看这个小饭勺那么‘迷你’，该有
的细节一点也不少，依然保持传统闽南饭勺特有
的寿桃造型。这类小饭勺一般为给小孩子佩带
之物，取‘好饲’之意。”其中，有一对是吴明阳最

“宝贝”的。“成对的饭勺相对来说较为少见。”
如今，只要不出去做木工活，吴明阳就会在

“展厅”里东摸摸西看看，“三天就要擦洗一次，
把这个当成运动了。”对于收藏品，吴明阳出了
名的“只进不出”，哪怕再不值钱的物件，在吴明
阳眼里都弥足珍贵。这些年，不少人上门来求
购，都被他拒绝了。“我就是喜欢，想多保留一些
这些旧时的记忆。”

因为工作性质，吴明阳有着收集这些民俗老物
件的便利，他开始收集旧时闽南传统的生产工具和
民间生活用品，不仅工作的时候收，还特意到各地
去收购。他的收集面非常广，只要是闽南民俗生活
中密切相关的物品，无论大小无论轻重，他都视如
珍宝地带回。“以前错过太多了，那时不懂得欣赏它
们的好。现在，哪怕墙上一张泛黄的老海报都觉得
充满着时光的印迹。”

吴明阳收藏的老物件里，大到农业用的水车、稻
谷鼓风机，生活用的眠床、衣柜，小到小茶杯、像章、
票据，样样都有。1000多本小人书、上百个石秤砣、
数百上千个陶器、数不清的锅碗瓢盆、粿印、饭勺、茶
具……在吴明阳收藏的民俗物品中，有许多是从各
地旧村改造搬迁村民家中淘回来的、有的是朋友送
的、有的是吴明阳花高价购买的。吴明阳只要一听
说哪里拆迁，就往哪里跑。村民收拾出一些准备扔
掉的东西，他就会跟人家商量价钱买回来。

如今，200多平方米的木工作坊逐渐被这些民俗
老物件“侵占”，在吴明阳的朋友圈里可清晰地看见作
坊被一点点“蚕食”的经过：2015年9月23日，他收获
了一个木雕的老柜子，搬到作坊里时，作坊空荡荡的，
只有一张古眠床和一套红木大板桌椅。如今，作坊里
满满当当，连眠床和红木板桌椅上都摆满了藏品。

“一点点地收，一点点地摆，没想到才几年时间
就摆满了。”吴明阳说，一开始，只是把木工作坊的
一半收拾了一下用来存放收集回来的东西，没想到
从 50平方米到 100平方米，再到现在 200多平方米
的作坊几乎都被用上了，“如果不是角落里那一台
木料切割机和少量的木材，人们都不知道这里是木
工作坊了。”吴明阳说，虽然还在接木工活，但自从
爱上闽南老物件后，他的心就收不回来了。

吴明阳是土生土长的内坑人，今年虽然只有50
岁，却已经从事木匠34年了。34年来，他专注于木
工活计，“要养家糊口，巴不得多接一些活。”做木工
需要木料，而老的木料做起来更顺手也更好看，因
此，吴明阳平常的工作之一就是到处去把要拆迁的
老房子承包下来。“老房子里的旧杉木，用来作木料
非常好。”吴明阳说。

那时，一心扑在木匠活上，承包的老房子里许多
被主人遗留下的老物件都被吴明阳“视而不见”，“太
多了，太常见了，墙上挂着的老画像、主人不要了的
锅碗瓢盆、眠床、旧衣柜、旧饭桌、陶罐水缸……”因
为看到的太多，又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吴明阳没有多
在意它们，只是陆陆续续留下几件“看上去漂亮”的，
其他的一直没有当回事。

2015年初的一天，吴明阳去闽台缘博物馆游
玩，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闽台民俗生活展，那里展
示陈列的全都是闽台民俗老物件，从床到摇篮、从
碗到秤，都是过去日常生活中的用品。那一刻，吴
明阳一下子想起了过去数十年里自己承包下的老
房子里那些被他忽视了的老物件，“原来这些留下
来是有意义的。”那天，他看到了一个雕刻精美的衣
柜，柜门上的雕刻栩栩如生 .因为木匠的身份，他对
这个衣柜看了又看，先是感叹木材好，后又被它的
工艺吸引，“那个雕刻太精美了，再加上金粉的装
饰，整个衣柜就像是一件艺术品。”那一瞬间，吴明
阳的脑海中像是出现了一道光，他瞬间爱上了老物
件。

从此，吴明阳一发不可收，无论走到哪里，都把
收藏民俗老物件这事儿放在心上。

留住旧时光

那一刻，他爱上了闽南民俗老物件

200多平方米的展厅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吴清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