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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收藏40年

将100多箱藏品带回安海

千件锡壶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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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长荣 1951年生于东石，自幼喜爱
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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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爱上收藏，高伯辉便经常到全国各
地的文玩市场走动。“2003年，我到江西赣州
做生意，因此有了各多机会到各地去。”由于
生意走南闯北的原因，他每到一地都会去寻
访文玩市场。“每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场所我
必去，那就是古玩城，我喜欢淘买的过程，享
受收藏的乐趣。”高伯辉说，如果在古玩市场
或相关地方能邂逅自己喜欢的锡壶，他会一
连几天心情愉快。

这几年，高伯辉在锡壶收藏圈渐渐有了
知名度，朋友们有新的发现都会告诉他，而
各地古玩城的卖家也会主动发信息给他。
在他的微信里，有许多收藏锡壶相关的群，
没有出门的时候，他便能通过微信群和朋友
圈关注着锡壶收藏的相关信息。

人到花甲，高伯辉除了到处旅游和收
藏，没有其他的爱好。做生意40年，他把积
蓄都用在了这上头。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
人收藏锡器，藏品价格越来越高，从最初的
几十元到现在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在艺
术品拍卖行，有的锡壶卖到了七、八万元。
他渐渐有些吃力，从一开始见锡壶就收到现
在有意识地去挑选。纵然如此，他还是收藏
了 1000多件藏品。因为喜欢，他“只入不
出”，这些年，哪怕有人开高价想买他的藏
品，他也不愿意割爱。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藏品的去处
成了他心头放不下的事。在江西赣州生活
了 20年，高伯辉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
回来。每次回来，他都是自己开车，像蚂蚁
搬家一样，一点点地将藏品带回来，但多年

过去了，带回来的只是九牛一毛。
今年年初，想着回家乡颐养天年的高

伯辉开始了将这 1000多件藏品“搬家”的
准备。

“早上 8 点就去打包，一直到下午 5
点，跟打卡上班一样，一连整理了 17天。”
中间回来安海两天，买陈列架，打扫四楼
的陈列空间，回去又继续整理，从头到尾
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把全部的藏品
打包好，光纸箱就用了 100多个。“因为锡
器质地比较软，不能重压，因此每个纸箱
里能放的数量有限，打包过程中，高伯辉
小心翼翼地将每件藏品用纸包好，然后有
序地放入纸箱中。

之后，高伯辉租了一辆五米半的长货
车，花了 7个多小时把 100多箱的藏品带回
了安海。回来后，高伯辉又一箱一箱地搬到
四楼，一件一件地整理到陈列架上。“这一次
整理又是一个多月，希望能把它们尽可能地
展示出来，但这个地方太小了，还有很多箱
没有整理出来。”

回到安海的大半年时间里，高伯辉一直
来往于家与祖厝之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放
在了四楼这片锡壶的天地里，“很多老朋友
会来泡茶聊天，只要他们喜欢，我都会讲这
些锡器相关的知识和故事给他们听。也有
一些收藏圈的人会慕名而来参观，我都来者
不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高伯辉并不吝于和众人分享他的收藏；
相反，他最大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能看到这
些锡壶，了解到锡壶的魅力。“我把它们带回
家乡，就是希望能让家乡的人们可以看到它
们、了解它们。如果有地方可以展示，我愿
意和更多人分享锡器文化。”

安海60岁高伯辉 带着千件锡壶回家乡

本报讯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
为满足桥南社区广大群众的口腔诊疗需求，晋
江市池店镇卫生院桥南分院口腔科经充分准
备，于8月1日起正式开诊。

据了解，该科室位于医院一楼，主要业务范
围包括：口腔内科，即龋齿（虫牙）的充填性治
疗、牙髓病和根尖周病的根管治疗、树脂美学修
复；牙周基础治疗，即超声洗牙、口腔卫生指导、
龈上下的洁刮治；儿童乳恒牙龋病的预防，即氟
保护漆、窝沟封闭等；固定修复（镶牙），即普通
金属烤瓷牙桥、纯钛瓷牙桥、桩冠修复。

池店镇卫生院桥南分院
口腔科开诊

本报讯 本周末，多名大咖专家将到晋江市
中医院坐诊、手术。

本周六（8 月 13 日）上午,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官国先、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薛学义将莅临
晋江市中医院坐诊、手术；另外，本周六（8月1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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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日（8月14日）上午，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男科唐松喜教授将莅临晋江市中医
院坐诊、手术；本周日（8月14日），国家级名老
中医药专家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睡眠研究中心
主任黄俊山将莅临晋江市中医院坐诊。

温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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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2日，安海镇老龄委、安海镇卫生
院邀请晋江市老年健康讲师团及晋江市第二医
院心血管科主治医生林楠到安海镇西门村为该
村的老年朋友们举办了一场《高血压、糖尿病》
为主题的讲座，宣讲普及老年健康政策和科学
知识，切实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据悉，本周五，老年健康宣讲团还将到安海
镇坑边村进行专场讲座。安海镇老龄委负责人
陈自唱表示，老年健康宣讲团走进各村老年协
会，为老年朋友们带去了健康知识，也带去了关
怀，老年朋友们都非常开心。

安海老年健康讲座
进基层

多名专家本周末
云集晋江市中医院坐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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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吴清华
通讯员 张丽碟采写

锡器是一种古老的手工艺品，在以
前，都用于生活日用，像酒壶、茶壶、果
盘、香炉等。近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
锡器渐渐淡出生活用品圈，但由于形式
多样、造型多姿，渐渐被收藏圈所珍爱。

近年来,锡壶收藏受到越来越多收藏
者的关注。在咱厝安海，就有一位专门
收藏锡壶的民间收藏爱好者，他在短短
几年间，收藏了1000多件锡壶，成为锡壶
收藏圈小有名气的收藏家。多年来，他
一直在外地生活、工作，花甲之年回到家
乡的同时，把收藏的 1000 多件锡壶尽数
带回了安海。他就是60岁的高伯辉。

安海高氏宗祠边有一座四层高的自建房。每天早
上，四楼的客厅里不时有人过来泡茶聊天。这座楼是高
伯辉和兄弟的祖厝，四楼是他专门用来放锡壶的地方。
自从回到家乡，这里便成了他和朋友们泡茶话仙的地方。

每天早上，高伯辉都会从不远的住处来到这里，先
看看陈列架上的锡壶，然后拿一件到茶桌前，一边喝茶
一边擦拭把玩。而他的老朋友们也不用提前打招呼，
想来了就直接上来，坐下来便开聊，到了时间，该接孙
子放学、该回家做午饭了，就各自散去。

“老高这里有藏品、有故事，我们没事都爱上来坐
坐。”安海文史爱好者汪建育说。这个四楼客厅总是很
热闹，不仅因为高伯辉好客，更因为客厅里密密麻麻的
锡壶藏品。一进入客厅，可见四周放置了数个陈列架，
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锡壶。“这里摆出来的应该有上
千件，还有很多没地方摆，还在箱子里放着呢。”说到锡
壶，高伯辉声音里满是愉悦和自豪，这些藏品可以说是
他半辈子的心血。

事实上，高伯辉专注于锡壶的收藏时间并不长，
也就七八年。但是对于收藏的兴趣，却早在少年时期
就萌生了。20岁那年，工作后的高伯辉开始了“收藏
之旅”，一开始，他什么都收藏，古时候的钱币、早期的
纸币、瓷器等，或者玉、金、银、铜、锡的金属器也好，有
看到有能力的话就会把它收下。但是，这些东西要收
到好货并不容易，碰到好货要价又高，收了不久，高伯
辉就有些捉襟见肘了。而且收得太杂，没有出彩的收
藏也让高伯辉陷入了迷茫。

2015年，高伯辉在自己的藏品中看到了一件锡
壶，造型别致，他把玩了一阵后，下定决心专门收藏锡
壶。“那个时候收藏锡壶的人很少，没有竞争，东西相
对便宜。而且最重要的是锡壶造型变化多端、工艺繁
复，明清两代出了很多锡器制品名家，锡壶的文化艺
术和收藏价值也不差。”高伯辉从众多的收藏品中一
眼爱上了锡器，他开始陆续整理过去的藏品，逐渐把
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收藏锡器上。

在高伯辉收藏的锡器中，以酒壶、茶壶、
茶叶罐、果盘、烛台、摆件、香炉、熨斗、筷筒
等生活用品为主，甚至道教用的法器道具应
有尽有。这些锡器的产地来自全国各地，年
代也从明清一直跨越到近现代。这其中，各
种造型的酒壶、茶壶最多。

“你看这对松鼠壶是一对茶壶，这个书
本样子的书壶是酒壶，那个竖琴造型的琴壶
也是酒壶。”高伯辉说，锡的化学性质稳定，
在常温下不与空气反应，用来贮藏干果、茶
叶、药材等可使其色味经久不变，锡制壶具
有盛酒冬暖夏凉、盛茶则醇厚清冽等特性，
所以它的茶酒姻缘一早就已经注定。“你看，
这个将军罐就是用来装茶叶的。”

中国早在宋以前就开始使用锡器，到了
明清之际，锡器开始盛行个体打制，因此壶
的形状也千奇百怪起来。锡壶不再以中国
传统壶具样式为主要模本，先后从各种各样
的人物、良禽异兽、龟蟹鱼虾、十二属相、果
木葫芦、车船乐器、古玩雅好等取材，形成了
百花齐放的局面。在高伯辉收藏的1000多
件锡壶里，各种各样的造型和工艺都有。其
中有很多锡壶如果不点破，外人根本看不出
是壶。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高伯辉拿出一个
锡壶，只见这个壶没有壶盖，只在壶的底部
有一个孔。记者看了半天不明所以。原来
这是一个倒流壶，使用时，通过底部的孔向
壶中倒酒，当把壶正过来时，酒却不会从孔
里流出来。“这是因为壶身中有一个机关，倒
酒时由于酒的压力使得酒很容易进入壶内，
而翻过壶身时，这个机关启动就把那个孔盖
住，于是酒就流不出来了。”

这些各式各样的锡壶，有浙江产、湖南
产、香港产、汕头产、梅州产、福州产、泉州
本地产。多年的收藏和研究，让高伯辉对
锡壶的产地和特点有了更深的了解。“你
看，这个浙江产的比较精致，汕头产的多以
木头、竹子、玻璃画等拼接。”高伯辉将不同
产地的锡壶摆在一起，不同的细节便体现
了出来。“这一套是福州产的，应该是清时
期的，我很喜欢。”高伯辉指着一套锡器
说。这一套锡器由一对人物和一对敬瓶组
成，人物分别表现的是赵云救阿斗和关羽
过五关的故事，两个人物栩栩如生，比如赵
云腰间还绑着小阿斗，细节特别丰富。而
一对敬瓶由壶体结合花鸟等元素组合而
成。在高伯辉看来，这套藏品更具福州锡
器的特点。

“现在接触多了，一些锡器的产地通过
细节就能分辨出来，特别是工艺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