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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自办
陶瓷博物馆
展出的陶瓷都是由

村周边地里捡拾来的碎片拼结而来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铭 本报通讯员 张宪举 徐长春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城办事处徐田村的
徐安振老人现年70岁了，他自幼酷爱古瓷片和古
砖瓦收藏，是个关注历史文化、潜心学习研究古
陶瓷知识、古陶瓷鉴定知识的有心人。

据《东昌府志》记载，徐安振老人家乡的徐田
村，北宋熙宁时期前曾为博州治所，是博州古城遗
址，因水灾迁至孝武渡西，后为东昌府。

自 1950 年起，60 多年来，老人利用闲暇时
间，从自家村周边的地里捡拾裸露在外的古瓷、
陶瓦碎片，摆放满了 5 个房间，达数万片。

近几年来，老人以极大的毅力和耐心，将这
些残缺碎片一一按唐宋年代、陶瓷种类进行整理
分类，并自己精心挑选拼成了上百件完整的瓷
器，由残片拼成的一些青色瓷碗，经山东聊城中
国运河博物馆专家鉴定，产地为龙泉窑。

为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博大精深的
中国文化，今年初徐安振老人在家中自建了古瓷
博物馆，并将博物馆起名为博州古城遗址文化馆，
免费供人参观。在徐安振老人的古瓷博物馆里，陶
瓷、壶、灯盏、瓷枕、钱罐、钵、瓦当、唐三彩十二生
肖、化妆盒、开元钱币等物件应有尽有，产地为龙
泉窑、磁州窑、定窑和钧窑等。看过博物馆村民高
兴地讲：“从庄稼地里捡出的一个古瓷博物馆”。

当地村民在古陶瓷博物馆参观。

徐安振老人在整理陶器碎片。

徐安振在查看使用宋代古瓷粘拼的瓷碗、古瓷罐。

徐安振的村庄所在地曾为博州古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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