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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阅读寄语”征集活动第一天收到 48份投稿

你的作品或成东馆首件馆藏

    从“不理解父母为什么爱捣鼓老东西”到

“越来越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满魅力”；从“对

所谓藏品无知无觉无感”到“从头学起、细心钻
研，探寻老一辈藏品的当代价值”，“藏二代”

的理念不止于“收”与“藏”，更看重“融入生
活”、“活于当下”，记者有幸在第八届上海淘

宝（收藏）文化节闭幕式上见到了一批八零后
“藏二代”。

诚如组委会主任吴少华所言：“是时候，让
收藏回到原点。收藏，本就该从心出发，因爱结

缘，不为投资、炒作或者暴富。很多藏品，是时
光的馈赠、历史记忆，守住它们，也就守住了我

们的精神家园。”

“零碎”唤醒红色记忆
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孙曼如怎么也没

想到，终有一天，她会和妈妈收藏的那些零碎

物件“和解”，不计前嫌地整理、擦拭、分门别类
地陈列。因为一直以来，她都将其视为“假想

敌”，是他们“分走了妈妈的陪伴”。
在孙曼如的记忆里，小时候，妈妈总是不

着家。“她得了空，就爱买了火车票四处跑。妈

妈的背包里，都是各地的地摊、老街收来的‘零
碎’。”年幼的孙曼如，不很理解妈妈为什么会

喜欢那些徽章、票证甚至石头，直到 2020年，
疫情漫长的“居家隔离”期给她机会，重新认识

妈妈的这些藏品。

“疫情期间，我帮妈妈整理藏品，其中有一沓
陈旧的票证，那是抗美援朝时中国老百姓捐款、

捐物后获得的凭证。后来在看电影《金刚川》时，
突然想到了这些老票证，我一下就被触动了，我

这才意识到妈妈那些藏品的价值，它们不是与
我无关的老物件，而是一代人的红色记忆。”

“寻香”是种生活方式
同样是八零后，陈振东身处互联网行业，

平素多和电脑打交道的他，生活中却是个崇尚

古风的“国潮一代”。父亲陈克涛收藏了许多海
派书画和明清瓷器，而陈振东对于“收藏”也有

了自己的理念：“我觉得现在的年轻藏家对待
藏品，应该不会再像老一辈，以那种虔诚膜拜

的态度来对待，好东西当然珍贵，要珍惜，但再

珍贵的东西要为我所用才有价值。如果不能让
我心悦、为我生活添彩，买回来就小心翼翼地

束之高阁，那么这种收藏也没什么滋味。”
如今，陈振东的收藏主要是沉香，他说自

己玩香，并非附庸风雅，而是想要通过香艺来
追溯历史，探寻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我有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会定期举办香艺沙龙。我
们穿着汉唐或者宋朝的服饰，配以同时代的仿

制器具、音乐，然后行礼、合香、熏香、品香，沉
浸式体验古人的生活。”

在陈振东看来，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
香艺、追寻古风，实际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现在的艺术品收藏，唯有融入生活，才能让人
沉醉其中。”

守住文化也守住根
家里有个收藏迷是什么感受？赵雅娟最有

发言权。印象中，自从父亲赵文龙迷上了收老

家具，家里的摆设那是“一月一变”。“我是
1982年生的，我读书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大潮

席卷之时。但和别人家里有席梦思床、进口布
艺沙发不同，我们家简直就像坐着时光机往回

赶。”赵雅娟说：“爸爸每月发了工资，除了日常

开销，就是淘换老家具，家里现代化家具一件
不留，就连我的床都被替换成老红木大开门雕

花架子的大床。那时候，都在追《还珠格格》，我
睡的就是小燕子那种床，一直睡到读大学。”

在新加坡学了商科回国的赵雅娟，原本没
想过要“继承家业”，谁知道小时候潜移默化播

下的种子居然在而立之年开了花：“大约在 30

岁过后，一下子就对老物件有了兴趣。”

如今，赵雅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帮爸爸打
理松江九亭镇那座建造了 22年尚未完工的古

院落———荟珍屋，内有十余座老宅，廊廊相连，
小桥流水，未来，大量明清江南苏作文人精品家

具将散落其间。赵雅娟说，她也是在千百次抚摸
那些老物件后，才有了一种人和物的情感联结：

“每一栋古建筑、每一件古家具的背后，都有着
许多故事。我爸爸从收藏明清瓷器、古家具，到

后来收藏古建筑，他凭着一腔热血花了大半辈
子的时间，攒下的这些家当，那是中国的文化遗

产、根脉、瑰宝。是它们，让我们明晰了自己的
来处。我们有责任去守住我们的根。

本报记者 朱渊

从“收”与“藏”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后“藏二代”：把根留住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想让你的作品成

为上海图书馆东馆的第一件馆藏吗？为了丰富
这座阅读新天地，昨天起上海图书馆开启为期

一月的“阅读寄语”全民征集活动，期待听到读
者的心声，以及读者对阅读的体会、理解与期

望。记者今天上午获悉，征集的第一天，馆方就
收到了 48份投稿。

上海图书馆东馆位于浦东新区合欢路迎

春路，高度 50米，直面世纪公园，建筑面积约
11.5万平方米，地上 7层、地下 2层，开放后可

提供坐席近 6000个，满足每年 200余场讲座、
上千场各类学术活动的文化需求，读者年接待

量可达 400万人次。功能上，上海图书馆东馆
侧重于提供面向大众的多元化、主题化、体验

型的现代图情服务，努力打造成新一代的阅读
文化交流中心。日前，上海图书馆首次向社会

公开东馆内部照片，简洁、大气的外部设计，洒

满阳光的内部结构，能够满足读者对图书馆的
美好想象。大厅还有一片特殊的地面设计，灵

感源于报纸上的一行行文字，仔细看其中还有
标点符号。

东馆一楼为少儿区和为残障人士服务的
无障碍阅读区；二楼为报刊阅读区和为年长人

群设计的乐龄阅读区；三楼的开放式阅读广场
集藏借阅于一体，同时设置小型研讨室、自习

室以及新阅读体验区；四楼、五楼分别设置地
方文献、家谱、文化

名人手稿、全

球城市

等主题馆；位于七楼的展览区将常设馆藏精品

展，超过 2000平方米的“城市客厅”设有全民
阅读推广主题区，将向上海所有读书会开放。

对于征集活动，馆方透露：“我们将从来稿
中选择部分内容与书法俱佳者，邀请到上海图

书馆东馆，现场书写在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
证的世界最大手工纸‘四丈宣’上，此作品也将

成为上海图书馆东馆的第一件馆藏。这张纸将

承载着读者对东馆的期望和阅读的理想，激励
上图人为建设书香社会而努力工作。”

“阅读寄语”征集对象为各界读者，“阅
读寄语”以个人创作为主，字数控制在 10 个

字左右，用毛笔或签字笔书写在 A3 或 A4

大小的纸上，并拍照（视频可选）上传至

上海图书馆“阅读寄语”活动相关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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