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一帮老同学，自掏腰包开了家旧物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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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声屏
W E E K L Y

去平江路时光漫游

周二上午，家住三香新村的刘阿姨和老伴

一道，先是坐了公交到乐桥，然后横穿一整条

观前街，从紧挨着长发的小巷子，钻进了平江

路大儒巷的一座新建创业园内。园内不少建

筑还在装修，刘阿姨七拐八拐，指着前面不起

眼的门堂子说：“到了！”只见匾额上写着：姑苏

市井生活馆。

“我们是从群里得到的消息。”刘阿姨告诉

记者，“很多群友都来过了，我么一直心活念

念，今天总算也来‘打卡’了！”

展馆内，别有洞天。这里集结了建国以

来，几乎所有阿爹好婆记忆中的老物件。一

楼，展示的是街头巷尾老手艺人们的“吃饭家

伙”。爆炒米、磨剪刀、补碗匠、馄饨担、箍捅

摊，琳琅满目。补碗匠面前，一只伤痕累累的

白色瓷碗让刘阿姨驻足许久，“年轻人很难想

象吧，以前碗碎了也不舍得扔，还要拿钉子补

回来。”

还有现在已经绝迹的老虎灶。老虎灶就

是烧水的地方，曾经和大饼油条店一样普遍，

家家户户都来这里烧水，一分钱一瓶。灶膛里

烧的，也不是煤炭、燃气，而是稻谷轧米后剩下

的稻壳。看着熟悉的老虎灶，老两口的记忆也

咕噜噜地沸腾起来，“老虎灶旁边就是茶馆，搁

几张简单的桌子，老年人都喜欢去喝茶、聊天

……”

走上一段楼梯，还有二楼。乡村的、城市

的、50年代、60年代，不同时空下，无数苏州家

庭的缩影一一浮现，老两口宛如乘着时光机漫

游，“这个五斗橱，连花纹都和我们家的一模一

样。”“针线篮我们也有，以前都自己裁布料，做

衣服。”

70年代后，苏州人的生活水平飞速提升，

家用电器开始成为小家庭的标配，电视、电子

琴、DVD等层出不穷，“看，还有我们苏州生产

的‘四大名旦’：长城电扇、香雪海冰箱、孔雀电

视机、春花吸尘器，当时可是远销全国的呢！”

老两口骄傲地说。

老同学捐出来的展览

这整整两层，近千件展品的背后，竟然是

一群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如果再加个定语，范

围将被缩小到极其精准的程度——苏州市第

三中学 72届的老同学们。

“我们这帮老同学，从小就认识，50年的感

情了。”场馆负责人任强回忆道。那时学校进

行军事化管理，他们学习之余，还一起去农田、

进工厂，最苦最累的时候，身边就是同学的肩

膀。深深的同窗情谊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使

时光匆匆，这份朴素的情感始终没有变色。

任强透露，他们基本都是工科生，策划办

展览，完全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产生

这个想法是在 2019年，当时看了建国 70周年

成就展，见到不少老物件，我很有感触。”他转

念一想，反正家里也有很多“老古董”，用也用

不上，丢了又可惜，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展览，

留住老苏州的时光记忆呢？

于是，他开始发动老同学，老同学又发动

自家的亲朋好友，层层扩散，人人捐献，最后累

计了近一千件展品，来自一百多位捐赠者。展

品有新有旧，新的大多是结婚时买的，不舍得

用，现在依然精致得很；旧的、甚至破的，老同

学们就来义务擦灰和修理，“除了搬运，我们年

纪大了搬不动，其他都是自己动手干的。”

他们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把记忆中的时代

风貌一一还原。以市三中为圆心，从少年到青

年的几十年，他们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圆，街

头巷尾的每一家店、每一块砖，都清晰得一如

当年。理发店、照相馆、小书摊，每种场景、每

种细节，都是精心设计。“有人问我，小书摊上

的书怎么没封面啊？没封面，就对了！以前封

面商家要摆出去做广告的，所以店里的都没有

封面。”

最初，他们是在园区一家厂房里办展览，

那里地方偏僻，去的人不多，为了更多人看到，

任强积极联系了不少地方，最终在今年“落户”

平江路。

最近，有一个地方成了老苏

州眼中的“网红”，除了周

一闭馆，其他时间，每天都有百

人左右的客流量，90%都是老

年人。 文/王文锦 摄影/葛雷

你好！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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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老朋友
2023.8.18 版式/辛玲 编辑/周昱汐 Tel/69150537

“老朋友”的推荐

他由患者变为志愿者

每周一下午，在苏大附二院三香路院区的

炎症性肠病（IBD）专病门诊，一张熟悉的面孔

都会准时出现在门诊大厅，为就诊患者提供登

记、填表、答疑解惑等服务，他叫苏俊，是“爱在

延长炎症性肠病基金会”（以下简称CCCF）的

志愿者，同时也是一名IBD患者。2012年，苏

俊被确诊为IBD，从最初的害怕、焦虑到后期

坦然面对疾病，一路走来，离不开他的救命恩

人，也是他的朋友——唐文医生的支持和帮

助。

IBD作为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的医

疗手段无法根治，只能进行缓解，多年的医患

关系让他们不仅仅停留在治疗和被治疗之间。

作为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胃肠病专家，唐文医

生深知IBD患者的生活压力和严重的社交困

扰，她不仅治疗苏俊的身体，还积极地为他提

供心理支持。每次看诊，她都会详细询问苏俊

的生活状态，如饮食、病症反应。这些看似琐

碎的日常，却让苏俊从中感到被关注、被关心，

“她并不只是在治疗病症，更像是在和我们一

起抗击这个病症。”

2022年 10月，在苏俊病情稳定后，唐文

医生推荐他参加CCCF的志愿者培训。由患

者转变为志愿者，对于每个一路走来的病友，

苏俊都能做到感同身受。他也常常用自己生

病的经历去鼓舞病友，缓解他们对疾病的一些

负面情绪。“没想到，自己也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给别人带来帮助，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在帮

助自己，挑战自己。”苏俊说。

被告知只剩两月的肝癌患者

一段延续了7年的情谊

苏大附二院介入科的靳勇医生也有这样

一位“老朋友”——季荣庆。86岁高龄的季老

伯曾是一名肝癌患者，住院期间，老人与科室

的医务人员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情谊延

续至今已有7年之久。

2016年 10月，季老伯被查出患有肝癌。

当时接诊医生表示，患者由于年事已高，再加

上肿瘤较大，传统的手术及化疗治疗效果可能

并不理想，恐怕只剩下最后两个月了。在全家

人绝望之际，朋友给他们推荐了靳勇医生，一

位介入治疗方面的专家。

介入治疗就是不开刀暴露病灶的情况下，

在血管、皮肤上作直径最多1毫米的微小通

道，并在影像设备的引导下，对病灶局部进行

精准微创治疗手段的总称。

靳勇医生在详细了解季老伯的病情后，作

出“不少于5年生存期”的承诺。这句话给了

全家人莫大的鼓舞，随后，季老伯开始了他的

介入治疗之旅。

在治疗过程中，靳勇医生始终给予他精神

支持，一句句耐心的倾听，一次次温柔的解释，

都能像春风化雨般抚慰他的心。而季老伯也

严格地遵守医生嘱托和指导，积极配合治疗，

定期复查，他表示，面对肝癌自己并非孤独一

人，还有医生和家人的陪伴，只要彼此信任，勇

敢面对，生活仍然可以充满希望。

当医患关系变成了“老友记”，医生理解患

者、珍视患者，患者也尊重医务人员，人性化医

疗护理服务的延续和拓展，让感动和爱变得无

处不在。

苏俊和季荣庆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医患关

系中的人文关怀。医生的技术治疗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医生们能为他们提供更为全面的

支持和帮助，让他们在面对病症带来的苦难

时，感受到希望，感受到温暖。这，正是医患情

深的最好写照。

医患“老友记”——
这个节日因为有你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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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本周六，2023年的8月19日是第六个中国医师节，医生不能治愈所有疾病，但可以为患者抚

平伤痛，治愈心灵。而和谐的医患关系也需要医生与患者共同营造，用真心交换，以信任相持。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两对医患“老朋友”。

希望留住苏州人的回忆

场地算是定下来了，但后续繁杂的事务

也接踵而来，“还好已经退休，我可以放手去

做喜欢的事。”任强觉得自己很幸运，以前有

过办工厂的经验，所以运营起来倒也不生疏。

老同学们还组成了一个 12人的“核心团队”，

排了一张“值日表”，轮流来馆里义务劳动，做

管理员。

不过，租金、水电、装修、运输……为了搭

建好这个场馆，任强自掏腰包，花费可不少，

细的他没有算，粗略估摸了一下，得有上百

万。

值得吗？

“我一直记得有个参观者，大概四十多岁

的姑娘，在二楼理发店看着看着，突然就哭

了。她说，她爸爸就是开这样一家理发店，艰

难地把全家小孩拉扯大的，可惜已经去世了。

看着理发店，她就想起了爸爸。”那一刻，任强

觉得，这个展馆是办对了！

而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老年人来这

里，都能像讲解员一样边看边说，一逛就是大

半天。”不少热心观众还给任强提了建议，“有

的也想把自家的宝贝捐过来，有的还会给我

纠错，我都特别感动。”

最近任强又联系了民俗专家，打算提升

一下场馆内的文字说明，“这样年轻人也能看

明白了”。他只希望，这个承载无数苏州人回

忆的地方，可以留得久一些、再久一些。

（上接A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