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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关杨博

“这些老物件能保存到现在，着实不容易，让我
们大开眼界，唤起了我们的美好记忆。”上月31日，
一群藏友齐聚武冈市老城区兴龙桥旁刘继荣的聚
艺堂，纷纷点赞改革开放题材藏品展。

在刘继荣创办的聚艺堂里，上千件藏品包罗
万象，有电话机、手表、黑白电视机、相机、电影
放映机、留声机等，俨然一座见证改革开放的时

光档案馆。
刘继荣今年62岁，武冈市邓元泰镇中山村人，

祖父刘仲樵是黄埔军校武冈分校第14期军训教官，
祖母是当时城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在下放的
岁月里，刘继荣学会了农村全部的生产活计，还一边
勤奋读书。进城后，他挖过煤，搞过机修，当过经理，
执过教鞭，同时干过国企。仅有中专文凭的他无师
自通，考取电气工程师并被聘为湖南省招投标专家
库专家。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刘继荣
成就了武冈古城一大“传奇”人物。

1978年，对于刘继荣来说，是最值得怀念的一
段光辉岁月。那一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在中华
大地上吹响，从湘潭电线厂学成归来的他协助父亲
首创的邵阳地区第一家漆包线厂顺利投产，整个生
产设备的安装、调试、生产技术全由其一手掌握。
自此，刘继荣成为武冈古城投身改革开放大潮的第
一批“吃螃蟹者”，自小就有收藏爱好的他也萌生了
购买新潮国货见证改革开放的想法。

在很多人看来，收藏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刘
继荣却认为，只要遇到自己认为值得收藏的东西，再
高的价钱也要搬回来。为了收藏，刘继荣衣着朴素，
饮食简单，他把修电器设备挣来的钱大部分投入到
收藏上。收藏品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小到手表、大
到电视机、摄像机，总数达千余件，涵盖了改革开放
40年以来武冈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希望自己的藏品能为人们了解和认识国
货，提供一个广阔平台。”他在铁皮棚子里开设了
一间收藏室，并取名“聚艺堂”。说起自己的“宝
贝”，刘继荣如数家珍。在他的记忆中，产自上海
的海鸥牌木质照相机留下了改革开放初期武冈人
民的新生活新气象。当时，整个县城就骧龙桥上
开着一家东方红国营照相馆。人们生日升学和家
庭聚会，排起长队拍黑白照，需要几天才能够拿到
照片。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120、135 等型
号相继进入武冈人的日常生活，记录下了每一个
精彩感人的瞬间。

2015年，刘继荣的收藏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里
程碑。当年2月5日，在湖南省国货陈列馆举办的“国
货情·中国年”主题大型国货藏品展上，他参展的千余
件藏品获得好评。另外，在建的武冈历史文化博物馆
也将为其藏品提供一个展示场馆。2016年，刘继荣
出任武冈市收藏协会会长后，还策划举办过两次全国
性的藏品展览，使其在圈内声名鹊起。

“接下来，我打算将藏品向武冈市民免费开放，
在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同时，教育青年一
代饮水思源，不忘党恩，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刘继荣说。

老年生活

六旬老人刘继荣爱好收藏，创办的聚艺堂 里“ 宝 贝 ”多

老物件“说”巨变

▲刘继荣展示他收藏的木质外拍照相机。

▲收藏的闹钟。

▲收藏的各种款式的录音机。 ▲电影放映机。

马灯和煤油汽灯马灯和煤油汽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