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2月14日 星期五 统筹 李枚 编辑 崔迎 校对 刘畅 版式 王小羽

文化产业周刊A26

讲收藏：无心插柳，繁茂成荫
讲家具：深藏着中国儒家思想

詹松镇：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血脉相连
计划建一个公众性质的客家文化博物馆

在郑州东大街福华大厦旁边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巷子里，有一处
规模不大的客家文化博物馆。熟悉这里的人都知道，博物馆里每一件
价值不菲的宝贝，都凝聚着馆长詹松镇多年的心血和梦想。近日，记
者在客家文化博物馆采访了詹松镇，詹松镇对文物收藏的痴迷、对传
播客家文化的执著追求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是广东潮汕的客家人，河南是客家人的祖居地，来到这里就算
回到了家。”从他随意安然的谈吐中可以看出，他早已入乡随俗，融入
了这座城市，成为地地道道的郑州人了。

熟悉詹松镇的人都知道，三十多岁的他，不仅是企业界优秀的青
年才俊，同时又是资深的收藏家、鉴赏家。因为热衷这项事业，他每年
都要拿出企业的一部分利润用于文物投资。多年来，他一直奔走于各
个地区寻找藏品，如今他的收藏品已有相当规模，最主要的是克拉克
瓷和明清家具的收藏。

许多朋友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于收藏，执著于客家文化的
传播，詹松镇坦言：“收藏文物，研究克拉克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
时期的时代背景，使我们重温历史，以史为鉴。”他甚至认为，“一个没
有文化底蕴的人，最终驾驭不了财富。” 记者 尚新娇/文 马健/图

破解克拉克瓷之谜
中原文化的一种回归

詹松镇的收藏史可谓有一定的年头。
从十几岁开始收藏，至今已结缘20年了。

在展馆里，记者见到了传说中的克拉克
瓷。詹松镇介绍，克拉克瓷是外销的青花
瓷。这种瓷器自明代起大量地从中国海运
销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地，成为海外市场的热
销产品。

说起与他与克拉克瓷的渊源，得益于他
从小生长的环境，他的家乡潮州饶平以烧青
花瓷为主，饶平青花瓷与粤东诸多窑的明清
青花瓷一样，主要供出口外销，成为克拉克
瓷家族的一部分。直到清初“海禁”，这一地
区的外销制瓷业衰落下来，克拉克瓷也随之
销声匿迹。

由于当地人很早就具有文物收藏意识，
还是小小少年的他从大人那里耳濡目染，跟
着大人一块观窑址，看瓷片，慢慢积累了许
多克拉克瓷方面的知识，对这种烧制于明代
的青花瓷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兴趣和热爱。

据说，当时古玩非法贸易猖獗，一些古
董因此流向海外，看到很珍贵的古代瓷器从
家乡流出，詹松镇很痛心。他暗下决心，要以
自己的力量保护这些瓷器。之后，他辗转经
商，在创业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磨难。有了经
济能力后，便把目光转向对克拉克瓷的收藏和
研究。2000年初，他对家乡饶平周边的明清
窑址进行考察，大量收集各类青花瓷片标本，
查阅了大量的关于外销瓷的中外资料，在破
解克拉克瓷之谜中有了新的发现。

来到两只畸形青花瓷面前，他讲道：“这
叫奇瓷，因在窑中畸变而造型奇特，别有一
种美的力量。”奇瓷，首先在姿态之奇。詹松
镇的奇瓷藏品，个个都形象生动地叙说着一
份窑炉中的浴火传奇。进窑炉时胸怀大器
之梦，出炉时却成为一件烧残的奇器。“唇口
相依”“鱼跃龙门”是他为两只奇瓷取的充满
想象力的名字，詹松镇饶有意味地说，残造
就了奇，奇也鼓舞着残，可以说这里面有一
个个感动的故事，与人生一样，让人有无尽
的回味。

他又打开专门存储克拉克瓷的小仓库，
地上架子上满是，每只瓷器，包括碎瓷片都
认真做了编号和归类。詹松镇介绍，中原的
瓷器比较高古，客家制瓷是在南迁之后，与
当地文化融合之后才有的。这种瓷器在明
清年间多用于外贸出口，内地鲜有流传。把
它们从南方带回来，也是中原文化的一种回
归，在这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也为省市博
物馆专家研究克拉克瓷提供了充足的物证。

收藏明清家具 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喜欢买旧家具。你看我这里的客厅，

没摆过沙发什么的，全是旧的有些名堂的明
清家具。旧的有历史，有故事，从经济利益讲
还可增值。”

“中式椅子符合科学的人体生理结构，另
一方面，还有文化的东西存在。它硬硬的质
地和板正的结构要求人正襟危坐，大方得体，
这样才符合儒家思想……”接着，他又从中引
申出“中正仁和、正大光明、胸怀坦荡”等儒家
思想精髓，没想到，古代家具中蕴藏着如此丰
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放眼望去，詹松镇的收藏蔚为大观。他
的客厅全是明清家具，连我们坐着喝茶的椅
子也是。墙上挂着是明代十二联木刻的治家
做人格言，还有一幅“家藏太史书，座对贤人
酒”的清代木刻中堂，材质透着岁月打磨出的
黑亮包浆，代代相传的圣贤遗训历历在目，给
后人以启迪自省。

家具收藏中，詹松镇最钟情的莫过于金

丝楠木了。比起红木，詹松镇认为，楠木自古
以来为帝王专属之本，所以更具帝王气质。
詹松镇用“温软香艳、芬芳淡雅、高贵华美”12
个字来称赞金丝楠木的品格。

“这张金丝楠木圆桌是我五六年前收的，
桌面为直径一米五的独板，你从背面看，可以
看到山峰纹、虎皮纹、水波纹。下雨的时候，
它会透出丝丝幽香，可以起到清洁空气的保
健作用。”

问起收购时的价格和现在的市场价值，
他的回答让记者吓了一跳，“当时只五六
万，现在则估计上千万了。当时只知是楠
木，不知它的含金量，只是出于热爱才把它
买来的。”

在他的收藏史中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小
故事，不求功利的收藏也使他有了不少意外
收获。

“收藏最奇妙的地方可能就在这里。”他
指着博物馆的紫檀条案说，几年前，原本是冲

着一个做工精美的佛龛去的，不料卖家竟说
佛龛是和条案在一起的，单个不转让。那条
案上满是灰尘，初看弄不透它的材质。詹松
镇放弃了收藏。后来辗转几次，因对方老人
离世不久，家中兄弟姊妹正在分割财产，便将
佛龛和条案一起作卖。

拉回来后，看着满是黑漆的条案，詹松
镇并未作紫檀想。因为古典的紫檀家具是
从不上漆的。后来，行家从没有黑漆的条
案底部识别了这只珍贵的紫檀家具。人们
推断，紫檀条案被“黑”的真实原因是避免
被皇家强征，主人不得已而为之。想来，它
蒙过了很多人的眼睛，却被詹松镇无意中
收走了。在詹松镇的博物馆里，它算是镇馆
之宝了。

当然，在多年的收藏生涯中，他也有买
亏、被骗的时候，但他也只是悄悄反省：哪儿
错了？下次一定注意，而不会特别地在意。
他认为正是“损失”让他买到了知识和经验。

畅谈未来
计划建一个公众性质的

客家文化博物馆
詹松镇说，搞收藏是因为对文化的追溯

和崇敬，是与古人对话，与文化同行。
每一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

事，难忘的经历。所以，他对自己的藏品极
其珍视，大多是收而不出。这是他与别人搞
收藏的不同之处。“有时我卖一点东西，马上
又买回来，只有它们在我手里我才安心。”
詹松镇孩子气地笑道。

熟悉他的朋友开玩笑说，有些人挣了钱
去泡女人，乱花钱，詹总不是这样，他‘泡’的
是文物。詹松镇接过话说，和它们待在一起
的感觉很好，就好像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让
人眷恋不舍。

他的一位开超市的朋友对詹松镇的举
动虽然敬佩有余，但是理解不够：“詹总是爱
文物胜过爱自己。他收藏不是为了交易，而
是做公益，摆在这里让大家来观赏，而且还
是免费观赏，所以他对个人没好处，这需要
有奉献精神才能做得到。”

河南省客家商会名誉会长范国甫先生
这样评价，詹松镇搞收藏不是出于商业目
的，它把这些珍奇的带着客家文化烙印的文
物带到中原来，是中原文化的一次回流。

“把客家文化带到中原来，他起到了一个桥
梁的作用，构建了文化交流的平台。”到客家文
化博物馆来过的参观者纷纷给予如此赞誉。

据了解，詹松镇的努力正在引起省市文
物部门和政府的关注和支持。“当下，河南正
在建设中原经济区，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区为其战略定位之一，文化正在发挥越
来越大的影响力。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血
脉相连，是中原文化的外延，它的回流是一
种文化的回归，精神的回归。”

畅谈未来，詹松镇动情地说：“计划在河
南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客家文化博物馆，把私
人的博物馆上升为公众性质的博物馆，把我
所有的克拉克瓷、明清家具等都放进去，博
物馆的外墙上也要贴上克拉克瓷片。让更
多的中原人一睹客家文化的风采，了解那段
历史和文化，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