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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的时候，赵亚能喜欢坐在
这些瓷器旁，仔细观察它们。“可以
说，这里的每件瓷器我都能说出名
称来历，以及我是怎么得到的。”

“这个叫执壶，官宦人家喝酒
用的，出自上林湖，应该是北宋早
期的物件。要不是有点烧坏了，颜
色有点灰了，可能价值要翻好几
番。”

“这个叫竹节贯耳瓶，产自乾
隆年间，是我用十个花瓶换回来
的。”“这个是三阳开泰瓶，我考证
应该是西晋绍兴的越窑烧制的。也
就是说，这个瓶是我藏品里年代最
久的。”“这个是鸡头壶，出自德清
窑。”

在架子上，记者发现了一个奇
怪的瓷器，外表乍看是瓷瓶，但瓶
口包了一层铜边，中间还镶着两个
铜制羊头。“这个是欧洲人把中国
的瓷器买回去后，又重新进行了加

工。本底其实就是一个康熙年间的
贯耳瓶，但却是40多年前才重新加
工的。”

赵亚能告诉记者，因为家里太
小，没有地方展示，架子仅仅放置
了300多件瓷器，另外近3000件瓷
器他都打包放在家里的储藏室。

“这些瓷器的价值很难估。很多瓷
器我如果看厌了，就会卖掉或和藏
友交换。”

虽然今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
纪，但赵亚能仍然几乎每天都会去
各地“淘宝”。“我想，我会做到走不
动为止。”以前，妻子非常不理解，
两人差点离婚。而现在，妻子也理
解了赵亚能的这份执着。更让他欣
慰的是，女儿也喜欢上了收藏。“我
的爱好和藏品都有人继承了。”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黄扬 吴全伟 文

记者 刘波 摄

37年收藏了
3000多件

这位瓷器发烧友
曾孤身一人走着去河南“淘宝”

宁波有很多民间收藏家，他们并不是一掷万金的富豪，有

的甚至只能“以藏养藏”。为了“宝贝”，他们可以不远千里去收

购，价格谈不拢他们不惜“三顾茅庐”。赵亚能就是这样的民间

收藏家。近日，记者来到他家里。

今年60岁的赵亚能从1987年就开始收藏各种瓷器，37年

来一共收藏了3000多件。“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家里也没什么

钱，但因为对瓷器、对考古的爱好，我坚持到了现在。”为此，他

还失去了满口牙齿。

赵亚能的家在海曙区横街
镇，这是一个老小区，从房子的外
表看，很多人怎么也不会相信这
是一个收藏家的家。

走进一楼的大门，是一个简
陋的客厅，但随处可见大大小小
的瓷器，桌椅都是老式的红木家
具。二楼一间不大的卧室里，除
了一张床外，其余全是瓷器。这些
瓷器被放在了几个架子上，有几
个甚至被当作了烟灰缸。而这些
瓷器只是赵亚能众多收藏的一部
分，更多的藏品因为没处摆放而
被打包放在了储藏室。

赵亚能为什么会喜欢上瓷器

收藏呢？原来，赵亚能虽然文化程
度不高，但是对古代文化很感兴
趣。外婆家有几样老物件，让他着
了迷。“有一样是帽筒，据外婆说是
祖上有人做过官，这个就是放官帽
用的。”赵亚能说，这个帽筒上的人
物画得非常漂亮，后来表姐结婚的
时候外婆送给了表姐。

外婆留给赵亚能的则是一个
茶盘，同样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对我来说，这个茶盘其实就是一
段历史，我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
保护好它。”23岁那年，赵亚能更
是决定把瓷器收藏作为了自己的
职业。

外婆家的老物件让他着了迷1

“收藏瓷器，你必须懂瓷器。”
闲暇时候，赵亚能找资料对古代瓷
器进行研究。看完后，100多本资料
就随机送给了有同样爱好的朋友。
同时，他还认识了不少专家，时不
时地会向他们讨教。

赵亚能还会根据朋友或藏友
提供的线索，到宁波及周边去收购

“宝贝”。当时没有私家车，公交车
和中巴车也并非处处能够抵达，赵
亚能出门全靠一双细长的腿。“15
公里我一个小时多就能走到，人送
外号‘长脚’。”

最远的一次，赵亚能曾经孤身
一人去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收宝。

“1988年，我还没结婚。一位在宁波
工作的河南籍朋友告诉我，他老家
一户人家有一个罐子，有三种颜
色。”这句话让赵亚能心里暗喜：难
道是唐三彩？

和母亲商量的时候，母亲坚决
反对他去河南，但开了个口子：可
以结婚后再去。1990年4月，结婚
刚满一年的他就向母亲要了150元
钱出发了。

“虽然当时150元也是一笔不
小的数目，但路上的开支加上购

买费用，肯定远远不够。”张亚能
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走着
去。于是，他困了就睡在路边的凉
亭，饿了就着溪坑水吃点大饼油
条。两天半后，他走到了杭州，一
双解放鞋穿破了，于是在一个旧
货市场花8毛钱买了一双二手解
放鞋，穿上后继续赶路。就这样一
直走到嘉兴，他遇到了一名好心
司机，正好是回巩县的，把他送到
了目的地。

张亚能好说歹说，罐子主人看
他这么远赶来，就以50元的价格将
那个罐子卖给了他。“这个真的是
唐三彩，我当时一下子觉得路途的
艰辛是值得的。前几年，一名藏友
把它交换走了。我一个晚上没睡
着，第二天就想办法用其他几样好
东西换回了它。”

不过，“收宝”路上并不是一直
顺利，空手而归是家常便饭，甚至
充满了艰险。2008年，他得到江西
九江有一件宝贝的消息，就和女儿
以及女儿的两个朋友一起出发了。
路上发生了严重车祸，他失去了满
口牙齿，女儿则重伤进了ICU，女儿
的两个朋友当场死亡……

为“收宝”失去满口牙齿

赵亚能和他的藏品。

对每件藏品的来历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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