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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张燕的家，如果不是

事先得知主人爱好收藏明清
家具，特别是雕花门窗，你会
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时空。客
厅里，纯白的墙面没有任何修
饰，映入眼帘的是四扇原木色
的雕花“大宅门”并排倚墙而
立，上横一黑漆匾额，刻有行

书“修竹山房”四个描金大
字，对面的墙上布着三扇侍女
花鸟木雕花窗。

其他房间的布置与客厅
无异，各色花窗、雕花大宅
门、匾额抬眼可见，布满墙
面。来到阁楼，这里更称得上

是一个小型陈列馆，不止墙
面，连阁楼的斜顶都被主人
装饰上一扇花窗，美其名曰
“天窗”，浓浓的古朴与沧桑
气息透过这些雕花门窗的空
隙扑面而来……

这套位于6楼、带楼阁的

房子是两年前张燕夫妇为了
安置自己的“宝贝”而买的，
他们收藏这些古旧门窗和一
些家具已经10年了，东西多
得实在放不下，“以前只能堆
在阳台、储藏间、床底下，丝毫
不能体现这些东西的美感和

价值，所以我们才狠下心来为
它们置一个新家。”

花了三个月，他们亲手装
修自己的房子，将一扇扇门、
一页页窗固定在墙面上。大功
告成后，“我们经常什么事也
不做，一面面墙看过去，触摸

每一扇门窗。甚至有时候大半
夜突然醒来，把灯打开，看这
些门窗，看够了再睡去。”夫
妻俩对这些雕花门窗已经到
了近乎痴迷的程度。
“从窗花的疏密程度可

以看出，这扇窗是明代的，用

樟木做的……你看它的工艺
多么精细，多漂亮！”张燕的
丈夫张逸向记者介绍起每一
件“宝贝”，从门窗的朝代到
材质，再到工艺，都能侃侃而
谈，且深深沉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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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仅一字之差的张燕

与张逸夫妻，身上有太多默
契的地方，都喜欢古代文化、
历史、艺术，尤其在对明清雕
花门窗的爱好上。

而让人略感吃惊的是，
张逸学的是机械，从事房地
产策划与销售，而张燕曾是

一名医生，而现在他们都已
舍弃自己的 “正业”，专心

“不务正业”起来。
谈及为什么会收藏明清

家具和门窗，张燕说是缘分。
10年前，张逸从朝天宫抱回

来一个凤凰雀替，自此，夫妻
俩便迷上了这方古木散发出
的独特气息与文化韵味，“从
此便与这些古旧木质玩意儿
结上了缘。”而张逸的回答更
加幽默，“我和太太都喜欢家
具，但是发现实木家具太贵，

于是我们想到另独辟蹊径，去
淘古人的东西。”

张逸总是带着妻子全国
各地去跑，皖、浙、赣一带常
去，一人一个小推车，一个背
包，便出发了。火车换汽车，
汽车换三轮车，三轮车之后

就徒步，他们的目的地是遥
远偏僻的农村，越是这样的
地方，越能淘到价格不贵的
好东西。
“有时候，我们跟农民商

量，出钱把他们的窗户全部
换成铝合金的，把他们的旧

门窗让我们带走。”农民们
当然乐意，于是“交易”常常
成功。更多时候，他们是趁那
些村落拆旧房、盖新房的时
候去，农民们拆下来的旧门
旧窗，夫妻俩视为宝物。

也有些偶然得之。2001

年的一天，夫妻俩在家看电
视，听到“沧波门”这个地
名，便突发奇想去看看。早上
9点出发，两人徒步走了 1
个多小时，到了沧波门却发
现一无所获，垂头丧气往回
走时，拐进一家钟表店，同

60多岁的老板聊起自己喜
爱古代家具，老人便说：“我
家有些东西，你们去看看。”
果然不虚此行，老人家有一
张保存完好的雕花大床，是
他奶奶的陪嫁品，老人开价
几百元，张逸觉得这样的价

格唐突了好东西，他掏空身
上所有的钱给了老人，大约
是开价的两倍。

将床拆散运了回来，两
人清洗到深夜 1点才睡，5
点因为兴奋又醒来了，花了
4个小时将床装好，已是 9
点。“这就是缘分。”张逸也

同意妻子的“缘分说”。
“我们请回来很多好东

西。”张燕用了一个特别的
字眼“请”，她解释说：“买
是用钱，而请是用心的。”他
们“请”回来的有几十件工
艺考究、材质优良的雕花门

窗、榉木书柜、红豆衫木书
橱、樟木雕花床、红木交椅

……每每谈及这些 “战利
品”，张逸好不得意。

“这几年花在这上面的
钱买一辆广州本田不成问
题。”张逸夫妻并非大富之
家，为了收藏，他们总是趁换
季去大采购一次衣服，然后
5年内不用再买；买菜总是
在菜场快收摊时，因为便宜；

然而碰到让他们眼睛一亮的
家具，几万元的价格，他们相
视一笑，“买吧，买吧。”互相
劝说，生怕对方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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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收藏，夫妻俩虽

喜爱，却都是门外汉，自从错
买了一把被锯了腿的太师椅
之后，便决定“发奋读书”。
如今夫妻俩已经买了成千上
万册古代家具、古代文化方
面的书籍，并将那把椅子放
在最显眼的位置，引以为戒。

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
他们了解的古代家具方面的
知识也越来越丰富，现在两
人对家具和雕花门窗的材
质、工艺、以及背后传达的文
化内涵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只是东西多了，家里放不

下了，夫妻俩不得不考虑转让
掉一部分，去年他们在清凉山
的古玩旧物市场开了一个店，
取名“修竹山房”，将一部分
家具、门窗放到店内出售。
“东西多了，也有审美疲劳，
这也算汰粗存精吧。”

但是他们与一般的商人
不同，“我们一定要给这些东
西找一个好的下家。”所以
他们挑选顾客，大多数顾客
是有艺术素养的大学老师、
文化人，而对一些想用这些
东西来赚钱的纯粹商人，他

们拒绝将东西出手，拒绝的
方式就是将价格开得超过他
们的底限，让他们知难而退。

不过 1年时间，张燕、张
逸的“修竹山房”已颇有些
名气，夫妻俩也决定这么走
下去，一方面他们会继续出

去“淘宝”，另一方面给一些
“宝贝”找好的下家。

当记者问，出售这些曾经

钟爱的东西会不会心有不舍，
张燕夫妻皆认为，收藏过，甚
至只是看过，便是有缘，他们
从不为这些东西拍照留恋，因
为全都记在心里，但即使再有
缘也只是生命中的过客，有聚
有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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