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古典典家家具具崛崛起起阳阳信信
张张氏氏家家族族声声名名鹊鹊起起

文明五千年

崛起水落坡

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记者驱车赶往山东滨州意象民
俗博物馆，该馆位于“古家具中
华第一镇”、“中华收藏第一镇”
的阳信水落坡。2013年，“中国鸭
梨之乡”阳信水落坡民俗文化旅
游景区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
区，成为鲁北地区第一个国家级
民俗文化旅游景区。

水落坡镇位于阳信县的东
南部，这里人杰地灵，文化底蕴
深厚，堪称黄河故道，大禹泽
地，齐源盐署，家俱之城。早在
远古时候，黄河携高原的沙粒，
淤积出一片新生的土地，由于
洪流恣肆，依然水患为虐，到处
一片沼泽。大禹治水，疏通九
浚，此地水落坡凸，春来绿意浓
郁，故名“水落坡”。

从此水落坡人繁衍生息，
农耕为生，代代相传。东部有徒
骇河、西边有钩盘河绕道而去，
这两条河就是当年大禹疏浚的
九河其二。诗曰：“涓涓圣水出
银河，三皇五帝水满坡；秦皇东
巡春来早，凤凰筑城祥云霄；沧
海桑田五千年，南北同瞿生巨
变；滨北小镇梨乡门，水邑商城
文化魂。”

五千年中华文明在此繁衍
传承，赋予了这座小镇深厚的
文化底蕴。水落坡镇古典家具
行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是

“中国古典家具之乡”、“中国明
清家具、木雕、石刻集散地”，该

行业萌发于上世纪60-70年代，
兴起于80-90年代，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物质
文明的丰富，水落坡镇民间收
藏者的视野不断拓宽，走出家
门、县门，走遍全国各地收集民
间文化藏品，特别是对古家具
的收购、加工，使得古家具产业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已发展
到从业人员两万余人，涉及村
庄37个，并逐步发展成以大张、
张钴镥、石刘等村为中心的古
典家具市场。

从业人员走遍全国各地收
回各种古旧家具、瓷器、字画等
老物件，销售给本地大客户转
销北京、上海或摆放在家等客
户上门，也有一部分从业人员
由收购古典家具转型为仿制古
典家具走上了工厂化的道路，
古家具市场已形成购买、修复、

仿制、销售联动模式，是山东省
最大的古旧家具收购、加工、存
储、销售集散地，在家具行业形
成了“北有高碑店，南有阳信县
(水落坡)”的格局，特别是古家
具、仿古家具产品占据了北京、
上海市场的“半壁江山”，产品
已销欧美、韩国、新加坡等国
家，带动了水落坡镇经济的发
展，同时也将水落坡镇古典家
具的美名传向了世界各地。

昔日农耕户

念起生意经

一下滨博高速，浓厚的民
俗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从下高
速的第一个路口往西行驶三公
里，蔚为壮观的盘古大道映入
眼帘，各式各样的石刻、古玩陈
列在大道上，令人眼花缭乱。一

排高大的十二生肖汉白玉柱矗
立在滨州意象民俗博物馆门
前，形态多样的生肖雕刻，个个
神态逼真，栩栩如生。

滨州意象民俗博物馆馆长
张丙春是水落坡镇大张村人。
整个水落坡镇，从事古典家具
行业的专业村有20多个，其中，
大张村是起步较早、发展最好
的一个。大张村共有七八十户
常住居民，几乎家家收购类似
器物。各家各户琳琅满目的古
旧家具、石雕木刻，让人仿佛走
进了一个个袖珍的古典文化展
览馆。

张丙春说，大张村的经济
发展，正是依靠收古旧家具起
步的，而水落坡的崛起更是离
不开大张村的发展。大张村村
民最早开始收购古旧家具要追
溯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走街

串巷，出村入户，收集桌椅板凳
之类的旧式家具，或留为己用，
或转卖他人，而他的父亲正是
这批人中的其中一位。

上世纪80年代，张氏族人
放下手中的农耕器具，推起小
轮车去天津、河北的旧货市场，
收购一些古玩、瓷器、玉器，偶
尔买些木器，再转手卖出去，相
比种地务农说，赚的钱更多。
1988年，不到20岁的张丙春受
村里和家族的影响，也跟随父
亲去天津收购老物件。在收购
的过程中，他把眼光挪到古旧
家具上来，发现材质好的，就转
手卖旧家具，这一来一往，就发
现了不少商机，凭借过人的眼
光和胆识，张丙春可以算是水
落坡收购古旧家具的领头人。

欲知张丙春收藏故事，且
看下回分解。

滨州意象博物馆正门古朴典雅，充满民俗气息。

文/片 本报记者 孙秀峰

水落坡，一个曾经偏僻
落后的鲁北小镇，近年来因
致力发展以古典家具为代表
的民俗文化产业而蜚声海内
外，成为“中国古典家具之
乡”、“中国明清家具、木雕、
石刻集散基地”、“中国古典
家具文化产业基地”、国家3A
级旅游景区。2014年5月，经中
国收藏家协会组织专家考察
认定，水落坡镇被命名为全
国 首 个“ 中 国 收 藏 文 化 名
镇”，水落坡的发展离不开政
府的政策指导，也与水落坡
当地百姓的打拼息息相关，
整个水落坡镇，从事家具行
业的专业村有20多个，其中，
大张村是起步较早、发展最
好的一个，而意象古典家具
更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即日
起，本报记者推出《意象演
义》，让您在古典家具市场大
潮中，领略其中的风云变幻、
文化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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