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燎原是达旗收藏界的名人，报纸、电视和微信平
台上，关于他的报道有很多，大家对他的评价几乎相
同———收藏奇人周燎原。

虽然和奇人同住一个小城，但我却一直没有见过
收藏家燎原本尊，以及他丰富的藏品。直到有一天，一
个搞摄影的朋友向我极力推荐，燎原的藏品让他震撼
不已，从他和我说话的语气中我能感受到这种震撼，他
说：燎原的藏品处于堆放状态，如重新设馆，可追北京
马未都先生的“观复博物馆”、四川樊建川先生的“建川
博物馆”。这也更增加了我去参观燎原博物馆的急迫心
情。几天后，朋友再次和我相约，参观终于成行。

跟着朋友来到目的地，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燎原
锅炉水暖批发”的字样，再稍往里走才看到“塞外燎原
展览馆”的牌子。因为没有和燎原约见，我们进门的时
候，只看见一个戴着墨镜和大口罩的中年男子，在一台
打磨机前聚精会神地打磨着一把小刀。看见有人进门，
中年男子关了打磨机，摘下墨镜口罩，是个浓眉大眼的
北方汉子。朋友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主人周燎原，边和
握手边说明来意。燎原也认出了已是第二次造访的他，
因为前段时间我朋友学校专门组织党员和学生来燎原
这里参观，之后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了图文，点
赞、打听详情的人还挺多，他俩之间一下有了共同的话
题。

在这档口我才仔细端详了这位本地名人，也许是
刚才在打磨刀具的原因吧，燎原穿着非常朴素，脸膛黝
黑但眼睛特别有神，粗糙的大手上正拿着刚才打磨出
的小刀。燎原向我们介绍，小刀是用宝马轴承打制的，
打磨是最后一道工序。看着燎原手中两寸多长的精致
小刀，要不是亲见，谁能想到竟然会是这双粗糙大手做
出来的？眼下全社会都在学习工匠精神，奇人燎原一见
面就给我们展示了最经典的工匠形象。

知道我们想参观他的藏品，燎原热心地领着我们
走进他的展馆。见到这么多精美的藏品，摄影迷朋友的
相机拍的停不下来。这期间，还不时有顾客来这里买水
暖配件，担心顾客影响我们参观，燎原干脆用门栓插住
了前门。

收藏是燎原从小的爱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刚满
7 岁的小燎原就迷上了小人书和爷爷每天抽烟用的长
烟锅子。为了能更多地把玩爷爷的长烟锅子，小燎原承
担了爷爷抽烟时装烟叶、掏烟油和清洗烟嘴等细活儿。
几年下来，他对收藏由喜爱转为着迷，烟锅子和小人书
成为小燎原那时收藏最多的物件。现在每当看到自己
收藏的烟锅子，和《金光大道》等早期收藏的小人书，童
年的生活画面就会在眼前重现。那时的燎原其实也没
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收藏，只是在不断满足少年的独特
想法而已。

燎原的父亲是工程师，家里有制作刀具的车床，父
亲制作精美的刀具，件件都让小燎原爱不释手，受父亲
影响，燎原也喜欢收藏不同时代、不同名族、不同地域
的各种刀具。后来燎原自己学会了制作刀具，对刀具的
收藏愈发痴迷，他的藏品中，刀具也成为分量最重的题
材。燎原的母亲当年是家乡出名的裁缝，绣花、捏面人
也是技艺超群。母亲具由的独特审美眼光也对燎原有
很深影响，他对民俗类的物品收藏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现在民俗题材的藏品成为了他藏品中的一大亮点。

从小就对收藏着迷的燎原，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
投身收藏事业的星星之火，在四十多年后，终成燎原之
势。

燎原多年来对收藏的不懈坚持，所获珍藏极为丰
富，甚至连他本人也说不出有多少类别，更不要说确切
的数量。我走马灯似的看了一圈，粗略估计就有小人
书、刀具、烟斗、鼻烟壶、烟嘴、军人复员证、邮票、家具、
照相机、望远镜、毛主席像章、农耕工具等几十种见证
人类发展进程的藏品，数量更是多达一万多件，而我们
所见到的，摆满了总面积 200 多平米展馆的藏品，只是
燎原全部藏品的一小半。如果按照四十年平均到天来
计算，燎原要风雨无阻每天至少收集一件藏品，真是太
不容易了。达旗的一位书家在参观了燎原的藏品后，特
意题写了“震撼”二字送给燎原，这两个字，其实也是所
有看到燎原藏品之人的共同感受。

四十年不忘初心，四十年坚持如一，燎原的收藏终
有了今天的不菲成就。谈及多年来的收藏历程，燎原的
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我现在每周六定时到周边地区收购藏品，有时候

是去古玩市场淘，有时候要到偏僻的农村，或者听闻到
有藏品的人家里收。”说话间，燎原的神情仿佛又回到
了过去某一个特别的收购场景。

“每年也要抽出时间去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古玩
市场碰碰运气，每当看到一件自己中意的物件，只要条
件允许，总要想方设法买回来。拿不到连觉也睡不着。”
燎原说起这些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提起收藏的经历，燎原特地给我们讲了几个收藏
历程中的小故事。打小对小人书的偏爱，也体现在他的
收藏中，所以在逛古玩市场时，他总要特别留意小人
书。一次，他看到一本《秦彝托孤》，起先以为是重印版
的，拿到手里仔细一看，他的眼睛瞬间发亮，这竟然是
原始版的，原版的《秦彝托孤》全国发行量只有 2000
本，像这样品相完好的，真是可遇不可求。燎原热血即
刻上涌，他感觉到自己今天会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当
他亟不可待的问卖主价格时，一下子引起了卖主警觉，
要价也奇高，费尽口舌讲价，也没便宜多少。燎原心知
这个价位可能要比卖主原来的心理价位贵了很多，但
考虑到《秦彝托孤》当时的稀有程度，他还是忍痛花
3000 元买了下来，当年的 3000 元可不是小数目，足够
普通人家半年的生活费了。

有了那次的深刻教训，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物
件儿时，燎原会不显山不露水，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
让卖主不知道他真正想买的是哪一件。即使是被卖主
看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他专门带来的“托儿”，也能用

“别处也有这件，价格还便宜不少”等话语，干扰得卖主
怕生意黄了而不敢加价。这样的策略还真的让燎原淘
到了不少好的物件儿，捡了不少漏。有几件兼具金、银、
玉特点的烟锅子，据说在当年每件就可以换 8 匹好马。

当然了，几十年的收藏中，也有自己看走眼的时
候，加上因为许多珍品原件不容易收集，有时候只能退
而求其次收集仿品，在燎原一万多件藏品中，有近三千
件是仿制品。

燎原在收藏过程中，有时还会有一些很奇特的想
法，比如他收藏照相机，藏品从 1860 年至今，包含世界
各地的各式相机 700 多部。但他收藏相机的最初原因，
竟然只是爱听相机拍照时的咔嚓声，他觉得这种咔嚓
声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听了让自己最舒服的声音。说到
这里，燎原的脸上果真就眉飞色舞起来了。

收藏是个费钱的爱好，四十年来的收藏花掉了燎
原绝大部分收入。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经营多年的燎原
锅炉水暖门市生意一直不错，燎原的诚信、直爽成了他
门市最好的名片。可以说，没有门市的丰厚收入，燎原
的收藏也许坚持不到现在，至少是没有现在的规模和
成就。另外，燎原收藏不像大多数搞收藏的那样———以
藏养藏，他完全是只进不出、只藏不卖。这种独一的收
藏方式，让他不时能感受到收藏背后的经济压力。燎原
这样对我说：“家里的收入首先要保证两个孩子攻书念
字；第二要保证全家人最基本的吃穿用度；剩余的钱基
本就都用于自己的收藏了。”

当我问及燎原，搞收藏要具备哪些条件时，他半带
调侃地对我说，搞收藏要过三关。第一关是金钱关，收
藏就是个无底洞，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收藏不会有大
的成就。第二关是老婆关，收藏不是十天半月、一年半
载的事，而是天长地久的事情，如果老婆不支持，来个
后院起火，收藏就会随时中断。第三关是知识关，收藏
什么物件，自己的相关知识必须过关，如果专业知识不
过关，收到仿品、赝品的时候就会多，再者说，你连收藏
物件的情况也不清楚，收藏又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又怎
么向参观的人讲解？

燎原半开玩笑的收藏三关理论，完全是他多年总
结出来的肺腑之言，仔细想想，哪一条都是那样有道
理，值得我们深思。

来参观燎原藏品的人当中，有很多人会问及藏品
的价值，甚至有人猜测，燎原的身家至少也有几千万。
燎原的回答往往就一句话———收藏的人是最穷的人。
是啊，收藏只藏不卖，物质生活怎么会不紧巴？但拥有
一万多件藏品，其中不乏珍稀宝贝的燎原，无论从藏品
的升值空间，还是历史文化价值看，他的富有又有几人
能及？

我们从燎原摆放藏品的几个房间转了一圈，又回
到来时的那间小屋。门市前门已经打开，一个买配件的
顾客拉了燎原去一边看货讲价，燎原媳妇正在洗菜准
备做午饭了。因为燎原前面提到搞收藏一定要过老婆

这一关，我就特别想知道他媳妇是怎么支持他的。我问
他媳妇：“嫂子，你们家门市生意特别好，你家的生活本
来可以过得更富足，可是燎原却把大部分收入用来搞
了收藏，而且一搞就是几十年，你对他有怨言吗？”

听我这样问，燎原媳妇放下手中正在洗的菜，和我
说起了这样一件事：“十几年前，燎原带我去北京逛，我
看见北京大街上的商店都是金碧辉煌，橱窗陈列的商
品也是琳琅满目，当时感觉特别眼馋，就对丈夫燎原
说，咱们进商店里看看吧？可是燎原回答的异常干脆，
看甚了，这些商品达旗也有了，最终硬是拉上我去了远
处的一家古董店。”

燎原媳妇说完这事，脸上尴尬地笑了笑，继续说
到：“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有怨言，但静下心来再
一想，这个家里女人要是不支持男人，家就过不好。燎
原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其他不良嗜好，就爱搞个收
藏，我说什么也得支持他了哇。”

燎原又完成一单生意，笑嘻嘻地过来招呼我们，快
到儿子放学时间了，燎原媳妇也转身进厨房忙去了。我
问燎原，你收藏是受到爷爷和父母亲的影响了，那你的
孩子有没有受到你的影响呢，他们喜欢收藏吗？

我问的问题似乎让燎原很意外，他顿了顿神情，眼
睛扫了一下我，又停留在展柜中一些小物件上，缓缓说
到：“我女儿喜欢收藏，她收藏了很多不同时期的指甲
刀，还有钢笔，有几大箱，可惜的是她考上大学后，收藏
也随之中断了。搞收藏，贵在坚持，她这样肯定是不会
有任何成就的。”看得出来，对于女儿因上学而中断收
藏，燎原是非常痛心的。

燎原住的平房建筑面积大概有 200 多平米，除去
睡觉的一面炕、一个床、厨房、卫生间，还有空间放了一
半水暖配件的门脸房，其余的地方全部都用来陈列藏
品，展馆的墙上挂满了刀具、字画、篆刻作品，好多玻璃
展柜中的小物件都是成堆码放，小人书更是成捆的塞
在书柜中，有些大型物品像农耕器物，只能露天摆放在
一个只有遮阳棚的小亭子里……我开玩笑般给燎原提
建议：藏品太杂，最好能按照不同题材分类，那样参观
时会更有条理，藏品也更显档次。听了我的建议，燎原
轻叹一口气，说到：“我何尝不想那样啊？”

燎原四十多年的痴心收藏，才有今日万件藏品的
规模，这对于任何一个搞收藏的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成
功了。但燎原总认为，藏品再多，如果只是自己闭门欣
赏，就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他的藏品，并了解、见证
藏品背后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印迹。

2014 年，燎原给自己的展馆起名“塞外燎原展览
馆”并对外免费开放，2016 年“塞外燎原展览馆”被旗教
育局确定为“全旗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旗人武
部还把这里定为“全旗国防教育基地”，到目前为止，已
有超过 5 万人见识到了燎原收藏的奇珍异宝，燎原的
愿望算是初步实现了！但燎原展馆内展出的只是其藏
品的不足一半，还有 50 多箱宝贝，因为没有地方展出
而沉睡箱底多年。什么时候能建一个大的博物馆，大到
足以展出自己全部的藏品，大到足以给自己的藏品精
细分类，大到只要想看藏品的人都能亲眼目睹自己的
毕生所藏，这才是燎原一生中，最大的心愿，最终的梦
想。

要和燎原告别的时候，我们特意提起樊建川决定
把自己几乎耗尽毕生精力建立的“建川博物馆”赠送给
国家的事，燎原也是直竖大拇指。他说樊建川是收藏界
的翘楚，他为了收藏可以说是舍弃的太多常人艳羡的
东西：多达几十亿的个人财富、宜宾副市长的功名、自
己的青春年华……特别是已经是价值连城的珍藏，全
部捐赠给祖国，这是何等的无私，何等的大义，何等的
豪情万丈，这绝对是收藏界最空前绝后的大事。当我们
再次开玩笑地问燎原，对自己藏品的去留以后怎么考
虑。燎原竟然没有半点犹豫的说：“我藏品虽多而且价
值也不低，但是只要相关部门能建一个大点的博物馆，
让我的藏品物有所藏，能让更多的人参观，我也非常愿
意把我的全部藏品捐赠给国家。”当我们再问他考不考
虑给子女留下时，他略一思考，告诉我们：“这些藏品，
在许多人眼中就是财富，要是只把财富留给子女，那是
害了他们。如果他们真的喜欢收藏，这藏品放在我家和
给了国家，又有什么区别呢？”燎原的话落地有声，一个
舍私利成大义的人，他心中想的永远只有国家，只有别
人，唯独忘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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