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厂房里的园子2

    室内，是家具的精致，室外，便是园林的精巧了。

山房位于嘉定现厂创意园区，园区外便是车水马龙的

博乐路。当年的上棉三十四厂旧址便在此地。“对于园林，
我一直有执念，我是在大自然中长大的。”尹昊是南翔人，

古猗园是他的“操场”，和小伙伴们踢球，总是要到太阳下
山广播关园才回家。后来搬家去了嘉定城内，秋霞圃又在

附近，放学后时常信步入园，乐而忘归。尹昊的心中，一直

都有造园的梦想。设计园林，他也是自学成才，《中国古代
建筑》《东南园墅》《园冶》……都被翻烂了。山房的院子不

大，统共不过数百平方米，讲究却不少。叠石、理水、成林、
竖亭，每个转身都有不同的遇见。太湖石围起了一汪清池，

几尾锦鲤撒着欢，鸟儿结伴，啁啾鸣唱。冬日渐深，却仍是
一派葱郁。亭子是园中的制高点，览全景，悦己心。“我并没

有画图纸，完全是边造边想。设计上我花了许多心计，比如

围栏用的是圆弧形的竹篱笆，一方面和大自然无缝贴合，

另一方面也最大限度‘撑开’了园内空间；另外，园内石径

都设计成了曲线或环形，增加了园子的动线长度，营造出
曲径通幽的感觉。”

与古家具的现世利用观点类似，尹昊造园也强调当代人
的舒适体验。山房本为工厂仓库，原来的包豪斯风格中最特别

的便是大钢条包裹的落地窗。“古人造园喜欢开幽窗，但我保
留了所有的玻璃窗墙，光线能够最大程度地透进来，这也可以

弥补中国古代建筑采光不佳的问题，而园子里的所有美好也
被全部吸收入室。”园里，婀娜杨柳、清正竹林，屋内，青瓷陶

罐、莲蓬枯枝，点点滴滴，匠心打造。所以，来山房办展的艺术
家都说这分明是“沉浸式”展览，水墨书画与房中的古意浑然

一体，就像是走进了从前的时光，从前的故事。至今，明徹山房

已举办了“明徹浅研—朱晓东笔墨小品展”“明徹 ·消夏—薛锦

禹手卷、册页、扇面展”“波心 ·明徹—张波书画小品展”“明徹

同舟—郑孝同书画精品展”“微影海上———徐明松手机摄影

展”“莹绣明徹———周莹华发绣艺术展”“汲古铸今———郑伯萍

郑明轩绘画艺术展”。
山房，已不只是尹昊的山房，学生老师来参观，文人墨客

来交心，山房成了嘉定的文化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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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老少年是个收藏家

    按虚岁算，尹昊今年不过 45岁，但收藏的年头却近 20

年。从紫砂壶开始，到古家具，他啃了一本又一本专业书籍，
看了一件又一件行内高货，如今哪怕桌面被“净”过，椅脚被

“补”过，尹昊的一双火眼金睛也能明察秋毫。“看到一件喜
欢的家具，回来就会牵肠挂肚，一定想要把它收回来。”早年

的财富积累，给了尹昊相对的自由去淘宝。“搞收藏的都知
道，有时候你看中一样东西，恰好手边流动资金没那么多，

于是就会去借，去挪，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尹昊笑着说：“所

以生意永远都做不大。”他的遗憾，是那些失之交臂的宝贝。
有一次，他看中了明末清初的博古架，哪管夜已深，赶紧到

家门口的农业银行转账 5万元定金。“5万元就是 ATM一
天转账的上限了。”没想到还是夜长梦多，第二天，卖家把定

金加倍转了回来，原来又有出价更高的买家找上门来。好东
西，靠“抢”，一点不夸张。

慢慢地，尹昊攒的东西越来越多。古家具和奇石，委
屈地住进了亲戚家的仓库。尹昊一个月总要去看它们一

次。摸一摸椅子的扶手，抚一抚桌面的落尘，每次探视，他
总是情绪低落，“家具其实和人一样，有生命，会呼吸，需

要被尊重，这样它才会光彩照人。看到那么好的家具在仓
库里，感觉它们灰头土脸，我就感觉很难受。”偶尔尹昊看

到一把红木椅子，木质已经发白，感觉并不是什么出挑的
货色，尺寸又正好能塞进车里，他便把它带去了办公室。

“仓库里的灯光不好，没想到摆出来，这把椅子特别漂亮，
用了几个星期后，颜色、润度、神采都起来了。”尹昊一直

坚信，古老的家具就是要使用，才能让它们真正体现价
值，真正焕发风姿。

为了给会呼吸的家具一个家，尹昊打造了这处山房。室

内设计匠心独具，砖瓦、门窗、装饰，大都是乡间民居中寻得
的原汁原味，与古家具浑然一体。比如，山房里有间明家居

“样板房”，“这间房连着展厅，我就想用窗户把两个空间连

接起来。一来，让房间透口气，采光更好，二来两两呼应，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明代的家具，讲究线条，简洁中高级感满

满。尹昊原本设想安上几扇江南民居的花窗，但上墙一试却
发现与明代的极简风并不协调。他立即转换思路，找来了几

扇北方的窗户，简洁有力的线条立即提升了整体感觉。淘

宝，讲的也是缘分。同一年，尹昊收到了一阴一阳两块石

刻，一为“燕翼”，一为“余荫”，都有庇护之意。“真是巧了，
我就把它们嵌在两间屋子的墙外，感觉非常有趣。”

    明徹山房其实还是支足球队的名字。有篇网文围绕“踢野

球的中年男人”展开。尹昊深有感触，不过聊起踢球，他有着自己

的一份小小骄傲，“我们的档次可比踢野球要高”。
山房足球队有 40多人，各种组合参加不同级别的比赛。

上海业余足球超级联赛代表着业余比赛的最高水准。尹昊从
小踢球，也爱踢球，不过组织一支足球队却并不容易。成年人

的生活总难随心所欲，家庭、工作，羁绊多了，自由度便少了。6
年前，足球队到了解散边缘，只剩下 2个队员。队长对尹昊实

话实说：“阿哥，实在是没办法，不瞒你说，我下家找好了。”就

这样告别吗？尹昊总要作一番挣扎，他给从前的队员一个一个
打电话，结果又有不少新老朋友加入。“以前的积累还是有的，

我这个阿哥当得还可以。”

一个星期，尹昊总要踢上两场球。他总说自己是“踢真球”
的。踢真球怎么踢？打联赛，90分钟实打实。“一把年纪”的尹
昊身体吃不消，对抗一大，时间一长，腿就抽筋，至少休息两

周。身体不行，就练身体，他找来了体能训练团队，为自己和球
队设计方案。爱踢球的中年男人对自己有一股狠劲，到现在，

尹昊踢半场球轻轻松松，踢全场也没什么大问题。足球队的成
员来自各行各业，“换上球衣，大家的身份就只有一个———球

员。球品好，球技好，你就会得到尊重，这种快乐是非常纯粹
的。”对于踢球的感悟，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有所不同。小时候，

尹昊被老师安排在前场，“我什么都不用管，大家会把球传给

我，我只要负责进球。进球的感觉真好，自己就像个英雄”。现
在，尹昊享受在中场运筹帷幄，“你更需要大局观，也欣喜自己

制造的各种可能性”。
大家时常自嘲，山房足球队是圈子里的“老年队”，但心却

不老。踢球总会受伤，中年男人的恢复期会慢一点，但有点起
色便蠢蠢欲动。球队的领队是尹昊的夫人严郁芳，她说如果不

拿出点“威严”压不住这些男人的“求战心”。“喜欢踢球的，大

多不喜欢健身，所以那个时候让大家练体能，积极响应的很
少，我总要去把人‘捉’过来。有人还会忍不住，偷偷跑到外面

踢野球，这样容易受伤啊，所以我又要做‘坏人’，严格禁止。”
这个大管家，也算操碎了心。队员都有妻儿，需要顾家，“要让

他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踢球，就要做好太太们的工作”。每
年，球队总会组织旅行，捎上家人，联络感情，“太太们在一起

聊天，先生们找支当地的球队踢场球，让大家都有归属感”。
亦静亦动，山房，也算是文武双全了。都是执着，都是热

爱，主人家尹昊，大幸运。 首席记者 华心怡

运动家

———尹昊和他的明徹山房

钢筋水泥，车水马龙，都市节奏，世情冷暖。人生的快意，在于吾心的自在。当尹昊觅到一幅
北周石刻拓片“明徹”，当真是如获至宝了。明徹，澄明清澈，若能以此作勉，便不负这大好光阴。

明徹山房的雅名，在嘉定乃至上海的文化圈里传了开来。到“山房”去，太阳打上背脊，直
孵得人身暖心更暖，最难得，山房的花园分明是浓缩的江南，小山水大意趣。起先，是因为古家
具旧山石，后来又是一步一景的园艺，常有不相识的人摸了过来，尹昊也欣然相迎。如今的山
房还常常承展，水墨里的意象，镜头下的生趣，静态的古朴变得活色生香。

收藏家、策展人，尹昊的身份不少，他还有个隐秘的“属性”———绿茵场上“老炮儿”的带头
大哥。“明徹山房足球队”可是连年参加上海业余足球超级联赛的正规军，平均年龄近 40 岁
的他们在小弟面前一点也不露怯。摘掉了礼帽，脱掉了长衫，穿上球衣的尹昊像是换了个人。
细细品，这是怎样的山房，这又是怎样的山房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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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昊的心中一直都有造园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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