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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狮子形状的烛
台；这 4座狮子是铁制的；这座
石狮子是放在屋顶的；这座体型
大的是以前放在门口的……”

4月16日早上，在位于沧州
市经济开发区艺术大厦的展览
室里，刘运红向前来参观的人介
绍起了自己的收藏。

很多人都知道，刘运红是一
个“狮子迷”。

与狮结缘

刘运红家住沧县张官屯镇
东叶家庙村，今年63岁。

说起为什么喜欢狮子，刘运
红说，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小时候，刘运红经常骑着自
行车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旧州镇
看铁狮子。

那时，铁狮子静静矗立在大
地上，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与传说。

“因为家乡有铁狮子，我们
经常去看铁狮子，或者在周边
玩，还经常听老人们讲述那些关
于铁狮子口口相传、充满奇幻色
彩的故事。”刘运红说。

从那时起，铁狮子的形象便
深深烙印在刘运红的心中。

初中毕业后，刘运红开始自
谋生计。

当时，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
巷去卖香油。在那些日子里，虽
然充满了艰辛，但是他觉得，为
了生活而奋斗，生活充实又充满
着希望。

回忆起那段日子，刘运红非
常感慨。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
车，驮着沉重的香油桶，无论烈
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都穿梭在
大街小巷、乡村田野。

“因为要各个乡镇去转，每
次路过旧州的时候，我会特意去
看看铁狮子。”刘运红说。

17岁，原本是青春飞扬，为
生活而奋斗的年纪，命运却在此
时给了他沉重一击。

因为一次生病打针，让他陷
入了昏迷。当时，家人把他送到
沧州、天津等地的医院去看病。

“虽然救回了一条命，但是
我的听力受损，一只耳朵完全听
不见，一只耳朵听力非常差。自
己从一个健全人成了一个残疾
人。”刘运红说。

出院后，刘运红面对这突如
其来的打击，陷入了极度的痛苦
与迷茫之中。

他觉得自己的世界崩塌了，
一度不愿意出门。

“我后来想想，不出门也不
行。”在消沉了一段时间后，他决
定重新振作起来，勇敢与命运抗
争。刘运红说，因为听力受损，外
出打工不方便，他就一边种地一
边做起了小买卖。

“因为我听力不好，学会了
在说话的时候观察别人的口
型。”刘运红笑着说，刚认识他的
人听到他说话，会觉得他嗓门特
别大。其实他们不知道，刘运红
的听力不行。

生活的不便并没有阻挡他
对生活的热爱。“我得更好地活
下去，要为家人们创造更好的条

件。”刘运红说。
在种地之余，旧家具、碾子、

石墩、大缸等古旧物件让他仿佛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一些形
态各异的铁狮子、石狮子，更是
挪不开目光。

从此，在收集旧物的过程
中，刘运红开始学习鉴别它们的
价值和品相。在这个过程中，他
对狮子的热爱愈发浓烈，也为日
后的收藏路积累了经验和资金。

走遍全国各
地找“狮子”

说起收集狮子，还要从十多
年前说起。

一次，去外地逛古玩市场的
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
萌生——收集全国各地的石狮
子和铁狮子。

“你看，这 4 座狮子是铁制
的。”刘运红指着它们告诉记
者，它们应该有几十年的历史
了。

刘运红告诉记者，收集这 4
座铁狮子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它
们是刘运红从废品收购站里买
回来的。“当时，那家废品收购站
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也是当废铁
买回来的。”刘运红说。

刘运红看到这 4 座铁狮子
后，非常喜欢，二话不说，掏钱买
下了它们。

现如今，这 4座铁狮子放在
他的展览室里。

4座铁狮张着嘴，威风凛凛
地坐在地上。“当时有人还笑话
我，说我买的这几座狮子像是垃
圾桶。”刘运红不在乎，只要自己
喜欢就好。

“你再来看这几座狮子，其
实是烛台。”刘运红对记者说，以
前是人们摆在桌上插蜡烛用的。

这十多座小狮子是干什么
用的？刘运红经常会考一考前来

参观的人。这些狮子是放在屋檐
上的；这几座狮子，是放在大门
口的；这座狮子，背上有把手，是
人们以前锻炼身体用的……

说起这些狮子，刘运红滔滔
不绝。

其实，刘运红说，收集它们
的过程不容易。这些年，他走遍
了全国各地。语言交流的障碍，
让他在与卖家沟通时困难很大，
但他从不气馁。

运输也是一大难题。路途遥
远、运输途中的损坏风险，都让
刘运红操碎了心。

“我听力不好，不会开车，到
哪里去都是租车。”刘运红说。

历经很多个日夜的奔波与
寻觅，刘运红的展览室里渐渐地
摆满了形态各异的狮子。

比照顾孩子还细心

刘运红对待这些狮子，就像

对待自己最珍贵的宝贝。
他仔 细 地 为 每 一 座 狮 子

记录“身份”，详细写着它们
的来历、年代、尺寸和工艺特
点。

他还定期为狮子们清洁、保
养，用布轻轻擦拭，检查是否有
损坏或生锈的地方。在他的悉心
呵护下，这些狮子焕发出别样的
光彩。

“家人们都说，我对待这些
狮子，比对自己的孩子还细心。”
刘运红笑着说。

如今，他已经收集了 200多
座狮子，有威风凛凛地守在大
门两侧的镇宅石狮，有小巧精
致、被摆放在家中案几上的摆
件，还有曾经装饰在屋檐上的
瑞兽……

材质上，有厚重古朴的铁狮
子，也有细腻温润的石狮子，每
一座都独一无二，背后都有着一
段独特的故事。

随着收藏的狮子越来越多，
刘运红意识到，沧州有闻名于世

界的铁狮子，被叫作“狮城”。他
收藏的这些狮子承载的文化价
值不应只属于他一人，还应让大
众了解。

于是，他在沧州市经济开发
区艺术大厦一楼建立了一个狮
子展览室，将自己的收藏展示出
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近距离感
受狮子文化的魅力。

为了给参观者更好的体验，
他开始自学讲解知识。他翻阅大
量关于狮子文化、历史、艺术的
书籍资料，观看纪录片，向专家
请教。

如 今 ，每 当 有 参 观 者 到
来，刘运红总是热情地迎接。
他 用 不 太 流 利 但 真 诚 的 语
言 ，配 合 着 手 势 和 生 动 的 表
情 ，为 大 家 讲 解 每 一 座 狮 子
背后的故事。

他讲述狮子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象征意义，从吉祥平安
的寓意，到守护辟邪的传说；
他介绍不同地区狮子造型的
差异，北方狮子的雄浑大气，
南方狮子的细腻灵动；他讲解
狮子的铸造和雕刻工艺，展现
古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智
慧……

在他的讲解下，这些冰冷
的狮子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它们
背后的历史和文化鲜活地展现
在参观者面前。

最大的愿望

近年来，刘运红还积极让自
己收藏的狮子走出展厅，参与各
类展览。

让刘运红高兴的是，他收藏
的狮子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馆进行过专门的展
示。

在展览中，狮子吸引了众多
观众的目光，成为大家关注的焦
点。

“我还特意去展馆里看过，
看到自己的收藏摆在展柜里，感
觉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刘运红
说，沧州有闻名于世界的铁狮
子，他收集的狮子也发挥了自己
的价值。

2023 年，刘运红将自己多
年收藏的物品捐赠给中国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我
一共捐了 5次，有汉代的陶鸡、
陶罐等等。”刘运红说。

拿到红色的捐赠证书后，刘
运红感到沉甸甸的。他动情地
说：“这些只是个人收藏，捐赠给
非遗馆，就能让更多人看到，更
好地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挥
它们更大的价值。”

如今，63 岁的刘运红依然
奔波在收集的道路上。

现如今，岁月在他脸上刻下
了深深的皱纹，耳朵的听力下降
得格外厉害，头发也变得花白，
但他对狮子的热爱却丝毫未减，
反而愈发炽热。

“现在我这个展览室的地
方 不 大 ，我 最 大 的 愿 望 是 以
后能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狮
子 展 览 馆 ，让 更 多 的 人 能 够
欣赏到形态各异的狮子。”刘
运红说。

63岁的沧县农民刘运红是一名残疾人。他历时十多年，从全国各地
收集了200多座石狮和铁狮——

刘运红的“狮故事”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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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高考

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