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东光县连镇镇六街村，一
方院落与其他的民房不同。门前
挂着连镇民俗博物馆的牌匾。

“这个牌子是我 2024 年年底挂
上去的，欢迎感兴趣的人来免费
参观。”徐孟茹说。

斑驳的石碑静立在院子中，
屋内各种与运河相关的老物件
琳琅满目。1000 余件藏品都是
徐孟茹多年来收集整理起来的，
它们承载着很多岁月的故事。

运河畔“寻宝”

徐孟茹今年 69 岁，家住东
光县连镇镇六街村。

运河就在村边上，徐孟茹的
童年在运河边度过。“谢家坝位
于五街村，离着我们村特别近，
我经常去谢家坝周边玩。”徐孟
茹说。

他 对 运 河 有 着 很 深 的 感
情，对有关运河的历史非常感
兴趣。

17 岁那年，徐孟茹考取了
医师证。在行医过程中，他接触
到不少老人。一件件尘封的连镇
往事、一段段珍贵的民俗风情从
老人们口中娓娓道来。

“在老人们的讲述中，我慢
慢了解到，连镇曾经是运河边上
的商贾云集之地。”徐孟茹说，从
那时起，他开始关注东光历史，
并对连镇当地的老物件产生了
浓厚兴趣。

20 岁起，徐孟茹又走街串
巷做起了生意。在一个旧货市场
闲逛时，他的目光突然被角落里
的辘轳和戽斗吸引。这两件老物
件，让他眼睛瞬间发亮。

那一刻，他毫不犹豫地买
下，用“大铁驴”驮回家。

从那时起，徐孟茹开始收集
老物件。

大到石碑石槽，小到瓷片钉
子，只要是运河两岸的老物件他
都会收入囊中。

“家人不支持，可以说是很
反对。”徐孟茹笑着说，当时，妻
子甚至发了火，说再往家里倒腾

“破烂”，就跟他没完。
即使这样，也打消不了徐孟

茹的热情。
“我买了这些老物件也不

卖，就是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反复
研究。”徐孟茹说，他还查阅各种
资料，考证研究这些老物件的用
途等。

家人都说他魔怔了，不务正
业。但是，徐孟茹的热情一点也
不减，继续在运河畔“寻宝”。

随着收集的老物件越来越
多，2005年，徐孟茹翻盖房子的
时候，特意在房子后面盖了一个

“大仓库”。
他把石头材质的老物件放

在院子里。木头的、瓷的等怕风
吹日晒的老物件，分门别类放在

“大仓库”里。

有故事的老物件

“这些老物件的故事可多
了。”徐孟茹笑着说。

徐孟茹收藏了很多连镇老

旧织物和契约文书。
“你看，我在连镇收集到的

褡裢、包袱带。”徐孟茹说，在一
户人家，他看到一个布满补丁的
口袋，上面“孝善堂”的字样虽已
模糊，但也能依稀可见布料的密
实纹理。

徐孟茹与主人聊天时，了解
到这是旧时富裕人家的物件。他
表达了自己的收藏意愿。最终，
主人被他的执着打动，将口袋托
付给他。当时口袋的主人说：“口
袋放在我这里，时间长了就坏了
或者会被扔掉。把它给你，你能
好好地保存起来。”

“这些都是契约文书，包括
地契、分家文书、房契等。”徐孟
茹说，这些契约文书见证了连镇
的历史变迁。

因为纸质的契约文书易老
化，徐孟茹都用小塑料袋分别装
好，还贴上了标签，写明了契约
文书的性质。

“下一步，我打算把这些契
约文书塑封起来。这样一来，它
们将会得到更好地保存。”徐孟
茹说。

在徐孟茹的藏品中，还有很
多瓷片。

“这些瓷片都是不完整的，
有的有花纹，有的没有。”徐孟茹
说，这些瓷片大多是在运河枯水
期，由老百姓从泥里捞出来的。
每一片瓷片仿佛在诉说着过往
船只的故事。

徐孟茹曾在连镇挨家挨户
地问，家中有没有瓷片。

有人告诉他，家中曾经捡到
过不少，后来用于垫猪圈了。

徐孟茹就到猪圈里，把瓷片
一片一片捡回来，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徐孟茹就坐在
“大仓库”里反复看。徐孟茹说，
从这些样式各异的花纹可见，这
些瓷器来自全国各地，从而能推
测出运河上的船只曾经很多，水
上贸易兴盛。

“你看，这个壶盖上除了三
朵小花，顶部还有两个指纹。”徐
孟茹像介绍宝贝一样告诉记者，
这个指纹应该就是制作工匠捏
制时留下的。

“镇馆之宝”

这些年，徐孟茹游走最多的
是运河两岸，收获最多的也是和
运河相关的石器和陶器。

形状各异的石器有牌坊石、
门枕石、石鼓、石杵、石碾、石磨，
还有船上用的洗衣石、石锤等。
各种陶器有陶罐、陶灯、香台等。

在诸多石器中，徐孟茹最宝
贝的是5块水滴形状的石头。

“这可是我的‘镇馆之宝’。”
徐孟茹告诉记者，“这是碇石，应
该是金元时期的。”

这几块碇石大小均匀，长约
50厘米，最宽处约30厘米，由青
石雕琢而成，通体圆润，呈水滴
状，尖部凿有横孔。

“碇石也就是老船工们口中
的石锚，它依靠自身重量与河底
的摩擦力使船只停泊。金元时
期，尽管航运技术尚未达到后世
的发达水平，但古人已通过实践
积累，创造出这一独特的停泊工
具。自明朝起，随着航海技术的
进步，则开始出现了铁制的船
锚。”徐孟茹说。

上世纪 90 年代，徐孟茹在
连镇一户百姓家发现坠在墙上
的大石块。原来，这户百姓家的
土坯房有些倾斜，房主就用绳将

石块坠在墙上，以保证房体不
倒。

徐孟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
石块就是碇石。

他找到房主表示想买这块
石头。看着徐孟茹热切的眼神，
房主也意识到自家的石头可能
是个宝贝，于是张口就要了 300
元。

这在当年可不是个小数目。
徐孟茹一咬牙买了下来。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徐
孟茹将做生意挣的钱大部分用
在了购买这些别人眼中的“废
物”上。

为了“记住”

旧时的连镇及其运河两岸，
家家户户都擅长纺织。连镇棉业
的兴起和发展，要追溯到明清时
期，兴盛于建国初期，衰落于上
世纪八十年代。

虽然棉业不再兴盛，但运河
两岸家家户户用来纺线织布所
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纺织工具却
不曾完全消失，部分老物件也搁
置在了百姓家中。

一次，徐艳茹在村民家中看
到了一个纬车。纬车是一种纺织
工具，比传统木制纺车先进。旧
时，较富裕的人家才会使用这种

工具。
与此同时，一个专收旧物的

商贩也看到了这个纬车。两人同
时向主家表示要买这个墙角落
满灰尘的旧物。

小贩出 30 元，徐孟茹就出
50元。两人像竞拍一样，一路将
价钱抬了上去。最终，徐孟茹以
150元的价钱买到了这个纬车。

“小贩是倒买倒卖的，花大
价钱买了也卖不掉，所以他最后
放弃了。可我不一样，我收藏的
是历史。”徐艳茹得意地说。

2017年7月，徐艳茹在连镇
附近闲逛时，偶然在一处地头发
现了一方旧残碑，出于对旧物的
敏感，他觉得这方石碑应该是清
朝的旧物。

徐艳茹赶紧联系这块地的
主人，将这块残碑运回家。石碑
运回小院后，他迫不及待地用清
水冲洗碑身。泥土掉落之后，碑
身上的部分字迹显现出来。

徐艳茹拿出放大镜，趴在碑
身上一字一句地辨认。

由于年代久远，石碑被风化
得比较严重，很多字迹已经模糊
不清。

经过仔细辨认，徐艳茹又查
询了相关资料，最后判断，这方
石碑应该是乾隆八年晋商来到
连镇后，设晋商会馆时，晋商捐
银明细之石碑。

“当时，有几十家商号捐款，
最多的一家捐了 660两银子，当
时 2两银子就能买一头牛。”徐
孟茹说，通过石碑可看出当年连
镇商业发达、人口众多。

从旧物件中寻找历史让徐
艳茹乐在其中。这些年，他将收
藏的老物件分门别类进行整
理，写下多篇关于连镇老物件
的文章，出版了《连镇轶事》文
集。他还被河北省民俗文化协
会、东光县大运河文化研究会
吸收为会员。2024年，他被沧州
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百家
论坛》优秀作者。

“很多人问我，收藏这些
‘破烂’图啥？”徐孟茹动情地
说：“图啥？就图让后人记住，连
镇曾经有多热闹，运河曾经有
多辉煌。”

徐孟茹和他的民俗博物馆
本报记者 祁晓娟 吴艳 摄影报道

东光农民徐孟茹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收集了1000多件老物件。他在大运
河畔建起一座民俗博物馆，供人们免费参观——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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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社智动AI工作室：
通过 AI 系统赋能百业，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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