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喜军：
收集老物件3000多件
留住古镇文化的根

只想留住那些被弃
老物件

走进长辛店街道合成公社区居委
会院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大小小
的缸、 磨盘、 砖瓦和建筑构件。 “这
些都是村民捐赠的， 或者我们在拆迁
时抢救的老物件。 这些都是长辛店人
生活的记忆呀。” 尹喜军说。

2010年， 长辛店启动了棚户区改
造。 人们拆迁上楼后， 有不少老物件
就被扔了， 尹喜军看在眼里， 觉得挺
可惜的， 就有了把这些老物件保护下
来的想法。

“那时候我在居委会工作，时常要
走街串巷。 有一天路过一个胡同口，一
位居民正在和一个收废品的人争吵。 ”
尹喜军回忆，当时他本想去劝架。 经过
了解才知道双方是为了一个老式闹钟
争吵。收废品的只肯出2元钱，村民觉得
不值 ， 他调停后用了3元钱把闹钟给
“收”了！尹喜军由此产生了想建一个展
览馆、保护老物件的念头。

“像这么大的水缸，以前村民用来
装水的。 住上楼房后，这都用不着了。 ”
尹喜军指着院内的一口水缸说。院内的
一口口缸，形状各异，大小不同，有装水
的，有腌菜的，有装酒的……这些都真
实反映了长辛店地区人们曾经的生活。

但想要建长辛店地区老物件陈列
馆， 谈何容易？ 当时尹喜军担任丰台
区长辛店街道合成公社区党委书记 ，
月薪只有3000元， 实在没有资金去收
购， 只能靠村民捐赠。

2012年， 在长辛店街道办事处的
大力支持下， 尹喜军与文物保护志愿
者们一起创建了长辛店民俗老物件陈
列展室。 陈列展室刚开始办展那会儿，
尹喜军把家里传下来、 最值钱的 “掸
瓶” 拿走时， 被他爱人发现了。 她突
然问道： “站住！ 你拿它干什么啊？ ”尹
喜军说：“我拿展室去，给大伙儿看看。”
慢慢地尹喜军把家里的老物件都拿走
了， 他爱人看了， 刚开始很生气。

“尹喜军！ 咱家这老物件儿都上
哪儿去了？ 你这是要转移财产啊！”

“您放心吧， 我就拿给大家伙儿
看看， 看完以后我再抱回来。”

“你拿两件儿不值钱的也就得了，
这么贵的， 万一谁不小心给摔碎了怎
么办？ 你找谁赔去？”

“不会的， 您可放心吧。”
……
正吵着 ， 尹喜军女儿说 ： “得 ！

您把咱家值钱的都拿走了， 也好， 不
怕贼偷， 更不怕贼惦记了。” 尹喜军一
听 ， 乐了 ， 看来还是闺女最支持他 。
于是他索性把收藏的几十件老物件都
搬到了居委会去了。 就这样， 展室办
了起来！ 别看展室简单， 来参观的人
可不少， 尹喜军不但是老物件儿的捐
助者， 还做起了义务讲解员。

后来， 办展室这件事得到了村民
的认可， 大家纷纷把自己家里的老物
件拿出来， 送到展室， 供大伙儿参观。
被窝壶、 三五座钟、 铁烙铁等等， 展
室里的各种老物件越来越多。

“这个石墩是插旗杆的，看起来其
貌不扬，拆迁的时候，一个文物贩子报
价600要收走。 屋主不答应，就找我，说
还是捐赠给展室吧。 ”“这个门墩，收购
者盯了很久，也给了报价，最后村民还
是决定捐给展室。 ”随着展室越来越深
入人心，拆迁时，村民们家里有老物件
的，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展室。

每一件老物件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这里的每一件老物件都有他的
专属故事。 您看这块砖头， 它的历史
可不简单， 上面还有刻字呢。” 合成公
社区居委会院内， 尹喜军指着一块不
起眼的砖头说。

时光回到2017年8月初， 长辛店南
头有一处拆迁， 一位居民就找到尹喜
军， 说： “书记快来， 南头那儿拆了，
发现好多的大块砖呢！ 你赶紧看看去
吧！ 要不一会儿人家给平了！” 话还没

说完， 尹喜军跨上三轮车就赶了过去。
到了拆迁现场， 尹喜军立即将大砖头
擦了擦， 又量了量， 这砖可不一般啊！
当时尹喜军就下判断： 这应该是老城
墙砖！ 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 后来经
过查对、 核实， 确定这是明朝北京城
的城砖。 尹喜军挖了3天， 371块老城
砖都被他拉回了院内展室里。

社工们就疑问了： “书记， 您把
这些砖拉回来干嘛呀？”

尹喜军拿起一块解释说： “你看！
这是北京城明代的城砖， 这砖透气性
能特别好， 科技含量很高，这么多年了
都没有变形。 这上面还有仨方戳，刻着
制砖人的名字呢，这块砖凝聚着古人的
智慧。 这可是文物， 有三个大戳子：寿
工、窑窖、 匠人。 这三个大戳子就能知
道这砖是皇陵的， 是哪个窖做的， 哪
位匠人做的， 这就是当时的责任制啊，
都是历史的见证！”

合成公社区居委会院内的东侧是
长辛店民俗陈列展室 。 展室上写着
“民宅民风民情民俗俗俗诉历史， 一砖
一瓦一景一物物物吾传承 ”， 横批是
“长辛店民俗老物件陈列展馆”。

走进展室， 里面大大小小陈列着
各式各样的村民日常生活用品。 “这
是展室接受的第一件捐赠品， 是长辛
店一位70多岁老师捐赠的， 是他满周
岁时穿的鞋子， 做工精良。” 尹喜军指
着一双红色刺绣的鞋子说。

在展室内， 还有一盏 “电石灯”，
是二七厂工人刘振荣捐赠的。 尹喜军
还记得刘振荣捐赠时说的话： “这可
是我在二七厂上班时自己做的！ 现在
搬家翻出来了， 送给展室吧！” 尹喜军
指着电石灯回忆说， 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 长辛店老停电， 当时居民一般用
蜡烛照明。 二七厂工人用自己的聪明
才智， 发明制作了电石灯。 电石灯那
光是白色的， 类似现在的白光灯， 有
四五根蜡烛那么亮。 这电石灯买可没
地儿买去， 都是二七厂的工人凭着自
己的手艺和智慧做的， 一般人家儿还
不见得有呢！

“这件铁椅子，是理发店捐赠的，当
时收废品的报了800元，主人没有卖，说
要捐赠给陈列展室，四五个壮汉一起搬
了好久才送过来。 ”尹喜军回忆道。

正如进门对联所说， 每一件老物
件， 都见证着长辛店人生活历史的记
忆。

希望建博物馆将展
品好好保存

尹喜军也曾问捐赠者：“您和我不
认识，为什么要把老物件捐过来呢？”捐
赠者回答说：“我打听过了，您不会把老
物件卖了，更不会扔掉，老物件到了这
儿，就算真正找到‘家’了。 老物件放到
家里，只是私人收藏，但捐给老物件展
室，能让更多人从中了解历史。 ”

“五里长辛店有个老物件。” 这是
尹喜军为 “长辛店老物件陈列展室 ”
打出的宣传口号。 随着展室的名气越
来越大， 捐赠老物件的范围也从长辛
店扩大到全国。 一位在外地的老人听
说了展室的事情， 托在北京上学的孙
女给尹喜军送来了一座雕塑， “当时
联系好了， 我去地铁口接的， 那姑娘
递给我后转身就走了， 连名字都没有
留下。” 尹喜军回忆说。

在展室里， 记者看见了2022年居
民老物件捐赠表：游戏机一台、红灯牌
收录机一台、京华牌收录机一台……捐
赠表大多是捐赠者自己填写的， 有的
留了姓名、 住址和电话， 有的只留姓
名不留电话， 看得出村民对展室的信
任和热情。

随着捐赠的老物件越来越多， 尹
喜军也有新的担忧。 “这些老物件都
存放在居委会院内， 但这里都是平房，
特别担心房屋年久失修后， 会损坏老
物件。 希望在古镇改造后， 建造一个
长辛店民俗博物馆， 能将所有捐赠的
物品好好保存。” 目前， 除了现场展出
的老物件 ， 另外还有4间库房也放满
了， 让这些老物件能有一个安全宽敞
的“家”， 是尹喜军最大的希望。

05
2022年
9月17日
星期六

劳劳
动动
者者
周周
末末

社
会
纪
事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尹书记，您过来了吗？我这有
本大字典，展室收吗？ 我家里还有
一个9英寸的老电视机，收吗？ ”回
到曾经奋战过的地方，尹喜军迎来
的依然是热情的村民。在丰台区长
辛店街道合成公社区居委会院内，
刚刚退休不久的尹喜军接受了本
报记者的采访。

1961年出生的尹喜军， 曾长
期担任丰台区长辛店街道合成公
社区党委书记。痴迷古镇文化的尹
喜军2012年与志愿者创建了长辛
店民俗陈列展室，现已收集老物件
3千多件，先后有50多人加入志愿
保护队。 他印制小报画册、制作光
盘扑克牌等传播古镇文化，设计出
包含46个景点的三条主题线路，并
且绘制了景点分布导游图，整理出
相应的解说词，还成立了专门的古
镇文化导游队和红色文化宣讲队
为游客公益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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