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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衣柜柜通通体体没没用用一一颗颗钉钉子子，，一一代代一一代代用用了了近近220000年年

后后不不腐腐、、不不烂烂；；2200斤斤黄黄豆豆换换来来的的镜镜子子背背后后暗暗藏藏玄玄机机，，珍珍

藏藏了了近近4400年年；；老老式式龙龙凤凤呈呈祥祥被被褥褥、、难难得得一一见见的的““炕炕桌桌””，，

成成为为老老人人送送给给8800后后新新人人的的结结婚婚纪纪念念品品…………日日前前，，一一股股

““国国民民””风风唤唤起起了了不不少少人人对对老老物物件件的的回回忆忆，，而而这这些些老老

物物件件背背后后都都有有故故事事，，代代代代传传承承成成为为普普通通百百姓姓家家珍珍藏藏

的的宝宝物物。。

宝镜风雨五十载
衣柜传家二百年
老物件代代传承，成为寻常百姓家珍藏的宝物

老物件·故事

文/片 本报记者 邱晓宇

200岁衣柜

不腐、不烂，通体没有一颗钉子
“这个衣柜至少用了

200年了。”近日，记者在胶
南市海青镇78岁老人刘玉
瑞家中见到这个已经陪伴
了老人50多年，比她年龄还
要大的衣柜，也是房间中历
史最久远的家具。提起这个
衣柜的来历，刘瑞玉十分自
豪。衣柜是她1954年出嫁时
的嫁妆之一，“这是俺娘用
过的，我出嫁时就又成了
我的嫁妆。”她说，衣柜是
刘 瑞 玉 的 太 姥 姥 传 下 来
的，推算下来，至少已经用
了2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

衣柜没有一根钉子，但牢
固无比，也没有用胶水粘
合，所有的连接部位全部
是以精密巧妙的卯榫结合
部件。刘玉瑞介绍，衣柜虽
然没有使用油漆涂抹，但也
曾经光艳夺目。

“这个衣柜原来是大红
色的。”刘瑞玉说，由于使用
年代久远，衣柜原来的颜色
已经分辨不出来，现在已经
变成了近似黑色的暗红色。
衣柜是双开门的，门把手由
黄铜打造，是两片树叶形状
的拉手，每次把衣柜门关

上，黄铜拉手就会叮当作
响，十分好听。衣柜内部分
为两层，中间有一层抽屉，
抽屉上也是黄铜打造的把
手，有几个把手已经不见踪
影，刘玉瑞称，当年村里“大
炼钢铁”的时候都被撬走进
熔炉了。和现在衣柜的大容
量不同，这个衣柜可谓是小
巧玲珑。如果想用它装棉
被，也只能勉强塞进一条，
刘玉瑞和老伴不多的衣物
悉数装在这个柜子里。

现在的家具普遍需要
使用防腐剂进行处理，可这

个衣柜虽没有用防腐剂处
理过，却也耐腐耐潮。这衣
柜还属于刘玉瑞的母亲时，
为了把衣柜上积攒已久的
灰尘、油脂洗掉，曾被刘玉
瑞的舅舅放到水里泡了5天
5夜，从水里捞出来后，衣柜
仍旧完好无损，现在的家具
几乎不可能如此耐潮。

“当年能有这样一个衣
柜做嫁妆已经很了不起了，
用了这么多年都没坏，衣服
放在里面也不受潮。”刘玉
瑞说起这件衣柜，还是十分
自豪。

老镜子

20斤黄豆换来，背面画着白蛇传
今年83岁的刘贤珍老人

家里珍藏着一面镜子，是
1959年买的，算算已有50多年
历史。镜子长方形，镜面四周
用棕色木材包边，底端是镂
空底座，做工虽不甚精美，却
也古朴、大方。在镜子的背面
是一幅名叫“断桥”的人物肖
像画，画中人物是神话故事
里的白蛇、青蛇和许仙。三个
人物都是戏曲里的打扮，青
蛇一身蓝色绸缎裙装，背上
别一把宝剑，双手叉腰怒视
着许仙，许仙身着艳粉色长
衫，面向青蛇背部稍倾，迎着
青蛇的怒视显得不卑不亢，
而身着一袭白衣的白蛇夹在
青蛇和许仙中间，眼睛望向
许仙，似乎是在安抚妹妹和

丈夫的情绪。由于这幅画是
镶嵌在镜子里的，无法分辨
这幅画到底是印刷品还是手
工绘制。

这面镜子可是来之不
易。刘贤珍说：“这镜子是用
20斤黄豆换来的，得磨多少
豆腐啊！”说到这，刘贤珍算
了算账，1斤黄豆能磨2斤豆
腐，20斤黄豆磨出的豆腐够
全家人吃很长时间，这面镜
子对当时的刘贤珍来说是一
笔不小的开销。当时村里没
有卖镜子的，也没几户人家
有镜子，镜子是托人买的。

“俺这儿有个能人，和我是本
家，走南闯北的，见识很广，
我看他从外面捎了个镜子给
他媳妇，我看了很喜欢，也想

要一个，就称了20斤黄豆去
他家让他给我带个镜子。”刘
贤珍说。

刘贤珍把镜子抱回家
后，小心翼翼放在桌子上，

“平时都把背面朝外搁放，当
成装饰品摆在桌上。家里的
闺女多，每天都争着照镜
子。”她说。这镜子几乎成了
刘贤珍女儿们最钟爱的物
件，镜子背面的这幅画，更是
常常被女儿们翻来覆去地
看。一时间，白蛇、青蛇、许仙
的传说故事也在这个家里被
翻来覆去地讲了一遍又一
遍。直到文革，断桥、白蛇传
这样的词语成为敏感词汇，
这面镜子背后的故事才被掩
藏起来。刘贤珍回忆，1966年

夏天，村里的墙上都写满了
“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这样的
宣传标语，镜子背面的白蛇、
青蛇也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于是刘贤珍找了白纸贴在
镜子背面，将《断桥》这幅画
盖起来，也不允许家里的孩
子再提镜子背面的故事，家
里人后来也渐渐淡忘了这
面镜子背面还有这样一幅
栩栩如生的画作。再到后
来，刘贤珍的孩子们长大
了，从外地买来塑料包边的
镜子，这面老镜子也就被搁
置在衣柜里，一睡就是十几
年。“现在再也见不到这样
的镜子了，我现在得好好藏
起来，以后传给我孙子。”刘
贤珍说。

嫁妆褥子

成了80后儿媳的新婚纪念品
今年55岁的市民冯焕

美家珍藏了一床绘有龙凤
呈祥图样的褥子，到现在已
经有30多年了，还保存得非
常好。冯焕美介绍，这床褥
子是她当年结婚的嫁妆，几
乎没用过几次，一直保存到
现在。

冯焕美30多年前认识
了现在的丈夫，两人自由恋
爱后决定结婚。由于家里孩
子多，农活也多，冯焕美的
母亲没时间为女儿准备嫁
妆，便出钱让女儿自己置办
嫁妆。冯焕美托远在滨州的
二姨从当地买了棉花邮寄
到胶南，冯焕美又到集市上
割了制作褥子的布料，一针
一线为自己赶制嫁妆。冯焕
美介绍，那时候农村的条件
并不好，能做这么一条褥子
已经很不错了。结婚的时候
还有一床新床单，还有两床

被子，两条枕巾，除了被子、
褥子，别的嫁妆早就没有
了。结婚时买的床单最后都
洗得掉色了，倒是很软和，
就把他们裁成了尿 子，儿
子小时候用的尿 子就是
这么来的。

冯焕美介绍，结婚后，
只在新婚头几天铺过这床
褥子，用了没多久就不舍得
铺了，所以才能保存得这么
好。“我儿子娶媳妇的时候，
这床褥子还给儿媳妇用过。

儿媳妇刚生完孩子后回来
坐月子就铺的这床褥子，龙
凤 呈 祥 的 图 案 看 着 就 喜
庆。”冯焕美说。

除了龙凤呈祥的褥子，
冯焕美家里还有一个“炕
桌”，“炕桌”通体呈朱红色，
长方形，足有两米长，是专
门放在炕上使用的。“炕桌”
桌面专门用来放置叠好的
被子，上面有5个抽屉，抽屉
的锁眼处还用黄铜做成元
宝形状的装饰。这是冯焕美

从母亲那里传下来的老物
件，是用楸木做的，至今有
60多年历史。

虽然历经60年，但这个
“炕桌”颜色显得十分鲜艳，
漆皮也没有破损。在“炕桌”
的抽屉里放上花生、栗子、
桂圆……在去年儿子结婚
时，为讨个好彩头，这个“炕
桌”被放在新房里，儿媳妇
从娘家带来的崭新的被子
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上面。

这个“炕桌”见证了两代
人的人生大事，“我们
农村结婚还是老风俗，
这些一代代传下来的
老家什在结婚的时候
用 还 是 很 有 纪 念 意
义。”冯焕美说。如今，
冯焕美结婚时的嫁妆
都已经送给了儿媳妇，
她希望这些老物件能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用用2200斤斤黄黄豆豆换换来来的的镜镜子子背背面面隐隐藏藏着着有有关关白白蛇蛇和和许许仙仙的的
神神话话传传说说。。

一一个个衣衣柜柜用用了了220000多多年年，，不不腐腐不不烂烂，，保保存存尚尚可可。。

用用了了6600多多年年的的““炕炕桌桌””被被当当做做嫁嫁妆妆一一代代代代珍珍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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