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9月，苏州市有关
方面正式通知蔡晓岚，朴园的

4号楼给他存放、展示明清花
窗之用，年租金5万多元。拿
到钥匙，兴冲冲的蔡晓岚赶过
去一看，却大失所望，“不知
什么原因，只给了300平米，
不管怎么挤着放，也只能放
100多扇，杯水车薪啊。”

但有总比没有好，蔡晓
岚还是把这个小楼好好打扮
起来，这幢两层小楼正式成
为桃花坞苏式花窗家具陈列
馆。在这里，100多扇苏式花
窗终于重见天日，在黄白灯
光的映衬下，一股古朴之风

扑面而来，再配以老家具，花
窗便活了起来。

但另外 2900多扇明清
花窗又该怎么办？依旧是困

扰蔡晓岚的最大难题。而在
目前的情况下，蔡晓岚依旧
没有停止收藏，最近几个月，
又有 100多扇精品花窗藏
入“古丰阁”。
“‘古丰阁’ 的拆迁日

子越来越近了，真不知道该

怎么办才好。”一谈起这些，
蔡晓岚总是眉头紧皱。

3000多扇明清苏式花
窗究竟怎样才有属于自己完
整的家，蔡晓岚希望通过现
代快报帮其寻找，“最好不
能离开苏州，尤其是古城

区。”快报将继续关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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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国道北侧，苏州市
虎丘花锦村花莲路3号。近

日，蔡晓岚又一次领着记者
来到“古丰阁”。这里由厂
房仓库改建，里面阴暗潮
湿，3000多扇精心收藏的明
清苏式门窗就栖身在这里。
门外，一条黑背大狗警惕地
看着经过的车辆与人。

“这里要建平江新城了，马
上就要拆迁，这么多花窗真
不知该怎么办！”蔡晓岚说。

1992年苏州市政府造
新干将路，这是古城有史以
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大动迁。
一次，蔡晓岚在一即将拆迁

的大户人家的旧客厅里瞄
上了一堵糊满日历纸的板

墙，把花花绿绿的“外套”
脱掉，竟然是一扇明清花窗
木雕。从那时起，他开始关
注起这些老家什来。到目前
为止，蔡的收藏已达 3000
扇之巨，其中不乏精品和孤
品，包括一堂六扇、全品相

清代银杏木雕花长窗。
他的收藏也引起了社会

关注。著名工艺美术史论专
家、东南大学博导张道一对
蔡晓岚的收藏给予了高度
评价，他说，明清家具以苏
作、广作、京作最为著名，苏

作花窗能有三千扇聚在一
起，实在是一个奇迹。花窗

收 藏 地 还 挂 着 一 块 牌
子———“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教学实习基地”，一批研究
江南流派艺术的专家学者
更是这里的常客。

蔡晓岚说，四年前在他
收集到 2000扇时，一个法
国人曾经出价 60万美元求
购，蔡晓岚告诉对方这是
“非卖品”。但对于一个生
意人来说，这么多花窗不流
动，价值再高也是“死钱”，

每年修缮保护、租地仓管的
费用也很高。

更让蔡晓岚发愁的是花
窗的“存身问题”。3000扇

花窗绝大部分已修葺好，可
存放的仓库局促潮湿，很不
利于花窗的展示和保护。

一个浙江商人得知蔡晓
岚的窘境后，表示愿意出资
1000万元收购这些花窗。
“卖掉这些花窗，自己得以

从中抽身；但若真把老祖宗
的东西卖了，无论从情感上
还是责任上，自己交待不过
去。”蔡晓岚内心挣扎着。

2005年 1月 8日，蔡晓
岚写信给苏州市委书记王
荣，信中说：“我想为自己十

多年来精心收藏的三千扇明

清苏式花窗找个家。期望市
里能像重视丝绸、刺绣、民俗

等博物馆一样，开办一个苏
式古典花窗及苏式家具博物
馆。”这件事立即引起了苏
州市领导的重视。2005年4
月19日，苏州市文广局向市
政府打了报告，充分肯定了
蔡晓岚的收藏工作，准备将

这个容纳三千明清花窗的苏
式门窗艺术博物馆放在“朴
园”里 ，建议划地 3000平
方米，以更好地发挥公益性
文化设施的聚焦效应。

这份报告很快有了肯定
的批复，花窗的存身问题眼

看就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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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商人收藏大
量木雕窗，无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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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很有名的地名“长干
里”到底在哪里？昨天，市民宋

先生路过中华门城堡旁，看到
名城会期间放在长干桥南侧的
“古长干里”牌坊挪到了长干
桥北侧的公园入口处，工人们

正在安装。宋先生认为，肯定
是搞错了。长干里应该就在长
干桥南，扫帚巷那边，有关部
门将它放到桥北，肯定不对。

记者就此联系了秦淮区文
化局高局长，高局长解释称，古
代的“长干里”是个区域名称，

并不是街巷名称，是指秦淮河
以南、雨花台以北的区域。现
今，外秦淮以北、内秦淮以南的
东干长巷旁也是长干里的范
围。之所以将字牌从长干桥南
移到桥北，高局长解释称，名城
会期间，放在桥南是为了入城

仪式，便于嘉宾观赏。但长期放
在桥南扫帚巷路口，交通不畅。
“考虑到制作字牌费用，不用

可惜，我们就移到桥北风光带
旁，既美观也不妨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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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护城河北边有

一个大石作胡同，赵益平的
快乐童年就在这里度过。在
大杂院里，许多中老年妇女
没事常聚在一起，教小孩子
叠纸，还比赛谁叠得多，叠得
像。刘奶奶手最巧，手把手地
教大家，赵益平学得最快，能

叠出100多种造型。
最难叠的是花篮，需要

用5张方形纸，一个个叠好
后，穿插在一起，再加上一个
提手。有趣的是，一个东西叠
好了，变变花样就变成了另
一样，如把大花篮四周压平，

去掉提把，就是一个周边对
称的大赌盘了，轮盘可以转

动，旁边还藏有许多小纸条，
写有不同的字，代表运气好
坏，做游戏玩十分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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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折纸，赵益平讲起

许多难忘的故事。15岁那年，
他当了兵，在朝鲜待了5年，
空闲时常教朝鲜小朋友玩折
纸，在一个叫内白日里的小
镇，他招来一帮小孩，语言不
通，就连说带比划，将刘奶奶
教给他的折纸技艺传给朝鲜

小孩。孩子们用油纸折出中
国乌篷船，里面放进蒸熟的

小螃蟹，再将小纸船放入清
川江，那水很清也流得很急，

孩子们在岸边跟着跑，到另
一个村庄再把它捞上来。

朝鲜孩子最喜欢的是宝
塔，由于朝鲜没有塔这种建

筑，孩子们从没见过真的塔，
就把赵益平折的纸塔称作中
国塔。折塔很繁琐，每一层用
一张纸，然后再层层重叠起
来，赵益平折了很多中国塔，最
大的一个有一米高，孩子们将
这塔供在桌子中央，向他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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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益平感叹，如今很少有

人掌握折纸技艺，中央电视台

少儿节目有时演示折纸，但在
叠不开时，要用剪刀剪开，不

是纯粹意义上的折纸。
赵益平说，不要小看折

纸，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
以启迪智慧，锻炼人的思维
能力，特别是用彩纸和正反
两面都有光泽的电光纸，折
出的东西更传神，更漂亮，更
充满童趣。现在他最大的心

愿就是能到幼儿园去，教孩
子们折。这是传承民间技艺
的大事，他手中掌握的老一
代人用智慧创造的技艺不能
失传呀。 !Ëð$ ñ�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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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赵益平的趣味折纸技艺面临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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