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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村有座“锅”的博物馆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殷实 摄影报道

历时20多年，奔赴天南海北，李学刚搜集了数百件厨房器具。陶的、铜的、铁的……

李学刚希望人们从这些“破锅旧碗”中感受古人生活的烟火气——

这里是锅的世界，鼎、镬、
釜……不同样式、不同材质、不
同年代的锅摆满了大厅。

在孟村回族自治县 283 省
道的道边，有一座两层高的仿古
建筑。这些锅就摆在这里，迎候
着四方参观的人们。

这座仿古建筑是李学刚专
门为锅建设的博物馆。

喜欢吃，更喜欢锅
8 月 28 日，记者来到这里

时，看到博物馆里有不少人在参
观。

“从古至今，我们就知道很
多与饮食餐具相关的成语，比如
破釜沉舟、釜底抽薪、举案齐眉、
一言九鼎……釜、案、鼎都是与
古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今
天见到了。”一批慕名前来的游
客正在津津有味地参观着。

这些锅的主人叫李学刚，今
年 48岁。李学刚对锅感兴趣，缘
于他的饮食梦。

李学刚做事认真，是个爱钻
研的人。他家祖祖辈辈制作牛羊
肉熟食，到李学刚这一代，他接
过祖传手艺，经营起河北泰豪清
真食品有限公司。现如今，他是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孟村全
羊李清真酱牛羊肉制作技艺”的
第4代传承人。

“因为从事食品行业，所以无
论在哪儿看见各个年代的炊具、
餐具他都特别感兴趣。”李学刚
说，他难忘自己第一件藏品的由
来。

1998 年的一天，李学刚在
村子里闲逛，在一家村民的门
口，看到了一个腌鸡蛋的陶罐。
这个罐子顶部有4个圆孔。

李学刚看着这个罐子，觉得
它像个老物件，但他看不出这个
罐子是什么年份的，也看不懂这
四个圆孔的用途。

村民看见李学刚围着罐子
一直看，直接就把这个罐子送给
了他。

李学刚觉得，这个罐子别看
现在用来腌鸡蛋，过去肯定有其
他的用途。

他抱着罐子去找人求教，这
才知道，这是清代的四系罐。

专家告诉他，这个罐子虽是
个老物件，但是没什么观赏价
值，也不值钱，是人们过去盛水、
装酒用的。那四个圆孔是用来系
绳子的，方便人们提拿、携带。当
时李学刚感慨，原来自己的知识
竟如此匮乏。

此后，李学刚越发注意各种
和“吃”有关的器皿。正好同村有
一个长辈叫李晓峰，喜欢研究古
董，李学刚经常去他那里请教。

李学刚对炊具和饮食器具
感兴趣，想进行搜集。他把想法
跟李晓峰一说，李晓峰当即表示
大力支持。

为此，两个人一有时间就去
山东、四川、河南等地的博物馆
里面逛，其他人看的是精美的藏
品，他们两个人专看古代人做
饭、吃饭用的物件。

一眼相中大釜
一边参观一边学习，经营美

食的李学刚一头扎进了“美器”
中。

鼎、镬、甑、甗、釜……每次
逛过博物馆，他都要看书、查资
料，了解古代的炊具知识。那些
曾经陌生的古代炊具、餐具，不
仅有着年代遥远的名字，更变成
了一个个具体的器具出现在李
学刚的生活中。

“看得多了，自然就懂得多
了，慢慢地，看到一些老物件，
就能判断是做什么用的。”李学
刚在学习中找到了行家的感
觉。

2018年9月份，李学刚和李
晓峰在山东的一家古董店闲逛
时，一个老物件映入了眼帘。

这个是什么？是釜。两个人
相互一对视，眼睛瞬间亮了起
来。

“这个釜是古代的行军锅。
釜的口是圆形的，可以直接用来
煮、炖、煎、炒等，可视为现代所
使用锅的前身。”李学刚说，当时
这个釜放在门口的一侧，釜身已
经锈迹斑斑。

古董店的老板并不觉得这
釜是个多么值钱的东西，因为过
于笨重，就一直放在门口，让它
经受着风吹日晒。

李学刚知道，一般人对釜并
不感兴趣。“很多人都喜欢精美
的瓷器、玉器等，这些外观不好
看的老物件一般得不到大家的
关注。”李学刚笑着说，这也正好
为他提供了机会。

这件满是锈迹的釜，足有
四五十公斤重，上面的纹饰已
经 难 以 辨 认 了 。店 主 告 诉 他
们，这个釜在这家古董店门口
放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未遇到
买主。

看到两个人问询，老板很痛
快，“你们给个价钱就拉走。”

最终，李学刚花了 800元买
走了这个釜。李学刚和李晓峰费
了很大的劲儿，才把这釜抬上
车。

看他们这么费劲，古董店老
板很不解：“很多人逛古董市场，
是为了淘一些精美的瓷器，既具
有观赏价值又具有升值潜力，你
们为什么喜欢炊具呢？”

“我是做美食的，就是喜欢
炊具，你以后再有这种类型的老
物件，就给我打电话。”李学刚把
自己想要建博物馆的事儿跟那
位古董店的老板一说，那位老板
很是敬佩：“以后再有了炊具，我
一定给你打电话。”

因为这次买卖，李学刚和那
位古董店老板成了朋友。

李学刚和李晓峰从山东回
来之后，围着这个釜左看右看，
别提多喜欢了。“看到这个釜的
人，可以感受到当年硝烟四起、
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生活。”李学
刚说。

“举案齐眉”的案
案是古代厨房里常见的东

西，李学刚搜集到的物件里就有
一个陶案。

别看这个陶案灰头土脸，一
点也不起眼，它可是古代人生活
的见证。

“你肯定听过‘举案齐眉’这
个成语，这就是案。”李学刚指
着一个陶制的方形盘子告诉记
者。这个案是汉朝的。当时，人
们实行分餐制，每个人面前摆
着一个案。案上有耳杯，也就是

现在的酒杯，有奁，是食物的盛
器。

李学刚说，我们今天常见的
围桌而坐、合餐共食的进餐习
惯，其实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宋代以前，分餐制在中国历史
上流传了很长时间，案是汉代分
餐制的产物。

这个陶案是从河南一个收
藏家那里得来的。当时，李学刚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之后，这个收
藏家竟然把这个陶案送给了他。

“不要钱，给你了，也算是为它找
到了一个好去处。”

李学刚说，来到这个博物馆
参观的人通过这个案可以了解
到，古代人们在吃饭的时候，先
把食物盛到盘子、碗和杯子里，
放到食案上，再把案端到每个人
面前来吃。

“现如今，合餐共食看起来
热闹和谐，难免在无形中为病
菌传播提供了途径。现在国家
倡导分餐制，使用公勺、公筷，
既是卫生健康的文明用餐方
式，也是防止细菌病毒在餐桌
上蔓延的有效措施。”李学刚
说，通过这个案，大家可以了解
到，古人餐饮习惯与现在的不
同。

免费来参观
陶的、铁的、铜的……400

多件藏品，从新石器时代到民
国时期的炊煮器、酒器、盛放
器，慢慢地集中到了李学刚手
里。

这些器物是李学刚用了 23
年时间一件一件淘的，为此，他
跑遍了大江南北。

“你看这个民国时期的大铜
锅，是我千里迢迢运回来的。”李
学刚说。当时，很多人纳闷，这个
人买这个大铜锅回家干啥用？往
哪儿放？“去展览。”李学刚笑着
说。

23 年间，他认识了很多收
藏爱好者，通过交流，他们成了
好朋友。“在这些展品中，一半以
上是来自其他收藏爱好者的转
赠。”李学刚说，做企业多年，他
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听说他喜欢
收集做饭用的家伙，大家都帮他
收集。

“我要建一个锅的博物馆，
让人们来免费参观。”在一次次
的寻宝中，随着藏品越来越多，
李学刚产生了建博物馆的念头。

为了建这座博物馆，李学
刚专门在厂区辟出 3 亩地，投
入 600 多万元，建起了仿古建
筑。

今年，李学刚的博物馆试开
馆了。自从开馆以来，经常有人
慕名前来参观。

博物馆只有投入，没有收
入 。很 多 人 都 说 他“ 不 务 正
业”：放着好好的事业不做，倒
腾这些“破锅旧碗”。

李学刚却说：“从这些器
物，我们能了解古代炊具的不
断进步与演变。今天我们使用
的美食器具，都是凝结了一代
代 人 的 智 慧 结 晶 发 展 而 来
的。”李学刚说，他希望让更多
人能了解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
化。

李学刚李学刚（（右右））和李晓峰欣赏他们的和李晓峰欣赏他们的““宝贝宝贝””

锈迹斑斑的大釜锈迹斑斑的大釜

免费参观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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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招收自理、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
有清真伙食。环境幽雅，住得舒心，吃得放心。

招聘服务员，年龄40岁到55岁，工资
面议，要求吃苦耐劳有爱心。

鑫源老年公寓
电话：18931718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