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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很多人问老王：“什么时候搞农家
乐？”“什么时候卖门票？”许多市民听
说后想来参观，还有人想出钱购买其
中一些具有收藏价值的物件，没人想
得到，老王从建宅之初就定了一个“三
不”原则：“不搞资本运作，不搞市场经
营，不用于居住。”他的愿望很简单，就
是在快节奏的开发建设中抢救和保护
浦东乡土文化，让后人还能亲眼看到
祖辈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老王把老宅
的生活场景设计为几部分，包括三进
大宅院、衣食无虞享富贵的大富之家；
种田不用交租米、年年吃穿有结余的
小康人家；屋里柴米不全、家具只有
三两件的佃户人家；草房薄瓦遮风
雨、缺吃少穿饿肚皮的贫穷人家；还有
挂着“南汇县知青办公房”门牌的知青
住房。

各种用具、家具分门别类地安放
在这几处院落内，无论是建筑本身还
是其中的物件，都有不少趣闻轶事，
老王信手拈来，说得头头是道。例如，
人们常说“降低门槛”，老王现场演示
了这个词的出处———原来，大宅院的
正门口有一道可以升降的门槛，门槛

下面是固定的横木，古时的门槛最高
可与膝盖平齐，既可挡风防尘、阻止爬
虫入门，也在风水中具有防止财气外
泄的作用，只有贵宾来了，才放下门
槛开门，其余人等平时都走边门。把
近 ! 米高的门槛提起卸下，只留下底
部的横木，老王说：“这就叫‘降低门
槛’。”再合上门槛，只见严丝合缝，俨
然一体，老王笑着补充：“我们现在常
形容人‘门槛精’，这就叫‘天衣无缝门
槛紧（精）’。”

老宅里的材料都是从老房子里拆
来的，难免有许多破损，老王想了许多
办法修补重组。例如，客堂里的所有立
柱都有 "## 余年历史，底部腐朽，重
新用木材根根拼接而成。同济大学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
教授来考察时，打趣道：“这就叫‘偷梁
换柱’。”

老宅里还有许多已经退出浦东人
日常生活的器具，例如年轻人不知所
云的“狗叹气”“猫叹气”。原来，这就是
盖子带有透气孔的陶坛，里面放置咸
鸡腊肉等食品，猫狗能闻到味道，却偷
吃不得，故得其名。最近是梅雨天，很
多人会穿胶鞋，!##年前，没有橡胶，浦

东人穿的是牛皮面、鞋底钉有铁钉的
防滑“钉鞋”，一样能防雨，而且，当时
的“钉鞋”还有专门给小脚女人做的
“迷你版”……听老王如数家珍，一件
件介绍这些老物件的来历，仿佛穿越
回了过去的岁月。

老王的努力得到了很多浦东本地
人的认可和尊重。

几年前，一对住在浦东高桥镇老
街上的老夫妻找到老王说，母亲出生
于高桥一户半农半商的家庭，嫁入高
桥老街一户郭姓人家，于 !#"岁高龄
去世，他们想把母亲生前使用过的家
具、小脚穿过的“钉鞋”等老家什悉数
捐赠给老宅，老王用两辆卡车拉回来
后，把已经破损的雕花木床、桌椅板凳
等修缮一新，专门辟了一套房子展示。

不久前，这对老夫妻携全家来参
观时，重见这些生活场景，宛如亲见母
亲，十分感动。感动着这对老夫妻的感
动，老王觉得自己的付出有了价值：
“虽然老宅目前建设尚未全部完成，不
具备向社会开放的条件，而且，未来我
也不会用它来赚钱牟利，但是，做这件
事，不是做生意，必须要脱离俗套，不
惜工本，不图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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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老王自 "##" 年开始收集材料并
建造的“浦东老宅”，如今已成为地图上
可以查找到的地标，得到上海市地名办
正式命名，还获颁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用
拆迁老建筑构件建造的最大建筑群”纪
录证书。在这“无中生有”的 "#$间房屋
中，也有着老王自己的乡愁。

在“佃户人家”院落中，老王指着
第一间房屋的黑漆木门和上面的“!%$

怡园村”门牌告诉记者，这正是当年自己
老屋的大门，也是老宅唯一留存至今的
物件了。老王自小生活在康桥怡园村，这
里因为一座建于清嘉庆年代的私家花
园———怡园而得名。老王出身贫苦人家，
祖辈和他自己年轻时都无力造房，因此，
当大规模开发建设使得康桥以及浦东其
他老镇的大批老宅倒在推土机下时，他
的心开始疼了。

“我认为，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全丢掉
了。我们过了好日子，住了高楼房，不要
忘记我们的老祖宗是怎样过日子的。”乡
音未改的老王对于历史十分眷恋，不忍
心眼睁睁地看着昔日能工巧匠精雕细刻
的雕梁画栋成为垃圾，不愿意世世代代
的乡俗乡情无处安放，于是，他萌生一个
令周围所有人吓了一跳的大胆念头：“我
要重建这些老宅！”

! ! ! ! 形容自己始终不改农民“耿脾气”
的老王说干就干，骑着助动车，几乎天天
穿梭在浦东高桥、高行、东沟、川沙、周浦
等老宅较多村镇的拆迁工地上，有时靠
买，有时干脆就把没人要的砖块、瓦片等
废旧材料捡回来。后来，%&岁的他专门
为此学会驾驶，平均每年行车 !万公里，
专门去淘材料。

因为一门心思扑在重建老宅上，他
把赚头不错的绿化工程公司交给儿子打
理，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忙这项“不赚钱只
花钱的事业”，其中几年甚至搬来铺盖，
每天吃住在工地上。一直到如今已经初
具规模，他仍天亮来，天黑走，每天都在
院子里拾掇，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完
善的地方，还有没有什么可以重新利用
的废料。

只有小学文化的老王没有建房经
验，却自学成才，把老宅的整个建筑群落
复原得像模像样，置身其中，犹如昔日浦
东大户人家的私家园林。他说，自己一方

面靠回忆自己过去住过和见过的老宅，
收集有关建筑的民谣谚语，一方面博览
群书，刻苦钻研，总结出大富之家“深廊
檐，阔壁脚；淘米拎水不湿脚，水桥摆在
屋里厢”、小康人家“一幢房子撮赞齐（意
为很有气度"记者注），种田不用交租米；
水牛缚在墙角边，农民家什给得齐”等浓
缩浦东老建筑特点的顺口溜，还自己画
图纸，让原来只知道种树的绿化公司工
人和他一起从头学起，把不同地方搜集
来的废旧材料根据其形状、颜色、材质等
重新拼装组合，成为浑然天成古意十足
的新宅院。
因为没经验，老王最初也犯过错，他

毫不讳言，反而爽朗地指着一处照壁告
诉记者，自己从没见过照壁，又不懂对
联，搬来砖雕重建时，把对联的上下联和
两幅图案的上下位置都放反了。不过，如
今这反而成为了 !$年风雨历程的真实
记录，也成了老宅一景。
老王把全部身心都扑在老建筑的复

原上，其中有四年就住在工地。他把一段
段烂木头、一筐筐老瓦片，以及从河里捞
出的一段段石桥板源源不断运回康桥，
成为浦东地界上有名的“破烂王”。起初，
拆迁队们都以为，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
是来回收废品拿去卖钱的，后来才知道，
这是一个有心人。虽然很多人并不理解
老王掏钱盖园却不收门票、不搞经营的
“傻事”，但也尊重老王的恒心，愿意把拆
迁下来的废料卖给老王，看看他究竟能
变出什么花样来。
要圆梦，老王事必躬亲，老王的爱人

也常来帮忙，戴着草帽，和工人们一起拉
绳上梁。家人们心疼老王，常劝他打退堂
鼓，不过，老王咬着牙，克服精力和财力
等各种压力，一直坚持到了今天。见过老
宅的人都惊讶于老王变废为宝的神奇魔
法，不相信他是没搞过建筑的小学生，更
不相信他能凭一己之力搞出这么大的名
堂，老王的解释很简单：“天下无难事，只
要认真做！”

几十年前，浦东新区康桥镇的农民王炎根目睹自己和乡亲们
的成片老宅在动迁中被拆，精美的雕梁画栋成为只能像柴爿一样
贱卖的建筑垃圾，心痛不已；如今，老王淘遍浦东各个老镇的拆迁工
地，收集各种废旧材料，亲自设计、施工，将它们重新组合，历时14年，

在康桥镇复原出一组占地24300平方米、共计204间房屋的“浦东老宅”，
再配上各种传统生活生产用具，复原和留存浦东昔日生活原貌。

愚公老王的故事，惊讶了许多人，也感动了许多人。有浦东老街上的居
民将母亲陪嫁的老家具送给他，整整装满两辆卡车；也有中小学生来此参观
学习，看看祖辈的生活起居；康桥本地的沪剧、丝竹爱好者来此排练，还有上
海的著名画家们来此写生交流。老宅，成了活生生的历史，看得见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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