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坚胜平时穿着简单、在生活上没什

么特别要求，闲暇之时，清茶一杯，看书，

写书法，临古人的书帖。

经常会有人问周坚胜，这些年在收藏

上花了多少钱，他总会摆摆手，不想去细

算，如果对方追问，他会说个大概：“有个

几百万元吧。”

早些年，他还把在济南窗帘城拥有的

2000多平方米的经营场所，腾出 200平方

米开办了毛主席像章珍藏馆，无偿向社会

开放，让来往的客户、朋友了解到更多红

色年代的文化。

“人要有追求，更要有信仰。”对他而

言，藏品不应该被藏在家里、锁在仓库

里，应该多展览、多交流，让更多的人来

欣赏。

这些年，周坚胜一直在外经商，更让

他体会到了游子对家乡的那份牵挂。

巧的是，科同村正在打造生态宜居的

美丽村庄，将人文、历史以及产业特色相

融合，于是，在许村镇乡贤的出谋划策下，

双方一拍即合——由科同村提供场地开

出毛主席像章博物馆供居民参观，让周坚

胜的这些藏品安个家。

事实上，承载着记忆的老物件他还有

很多。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庆这一

天的报纸。

“邮票是国家名片，而报纸是国家的

日记，它记载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天的

脚步，也凝聚着办报人的心血，弥足珍

贵。”从 1949年开始，每一年 10月 1日和 7
月1日的报纸他都收藏着，《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不少旧

报纸都“历经沧桑”，已经发黄变脆，一路

看过去，就像“穿越时空”，发生了什么，改

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周坚胜告诉我，他出生于 1967 年 10
月 1日，“与新中国同一天生日，我觉得是

一种缘分。”说这句话的时，他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微笑。

藏品无偿供大家欣赏

周坚胜是许村镇报国村人，不少熟悉

周坚胜的人，称他是家纺界的“儒商”。

上世纪80年代中，许村家庭织机如雨

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家家户户织机响，男

女老少织布忙。”周坚胜的家里也不例外，

两台织机生产单色真丝被面。

如今，已经看不到33年前那个行色匆

匆的青年的影子。他是家里的长子，1986
年 7月，年仅 19岁的他扛起了家里销售被

面的重担，带着 100多条被面前往上海松

江，做起了被面生意。当时，一条被面市

价10元，他卖了1200元，首战告捷。

然而，经商之路从来就不平坦。1989
年，周坚胜在重庆万县、开县做被面生意

时，遭遇生意场上的“滑铁卢”。当年他大

胆地从许村厂家手里赊了几千条被面，但

市场行情一度萧条，被面卖不出去。最

后，几千条被面几元一条作了处理，亏了5
万元。这个数字对当时来说是个天文数

字，对他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还有一次，他在湖北做生意时被人

坑了，对方拿着钱跑路了。“欠了一屁股

债，不敢回家过年，没脸面。”如今他说起

来，轻描淡写。

1990 年，他打道回府回到家乡，重拾

信心，在当时许村工业公司创办的被面

市场，开了一个门市部，专门收购各式被

面，每条收取 0.5 元的服务费，以此渡过

难关。

两年后，他再次到外地创业。在湖北

十堰市一下租了 7 个柜台，经营被面、袜

子、真丝服装及面料。后来，他又敏锐地

嗅到新商机，发现装饰布行情好，迅速转

型经营许村装饰布。当时，许村很少有

人在外地卖窗帘布，而且早期许村镇从

事 生 产 窗 帘 布 厂 家 屈 指 可 数 ，仅 三 家

企业。

因为选择做装饰布生意，使周坚胜人

生出现转折点，窗帘布受到当地市民的青

睐，产品销售量迅速增加。

“儒商”周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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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收藏上万枚毛主席像章

找到了精神寄托拥有了信仰力量

“儒商”周坚胜和他的红色收藏

④

■记者 贺洁靓

52 岁的周坚胜像个
“守着”故事的人，蓄着浓

密胡子的脸上笑容淡淡，目光平和而自信。
尽管商人这头衔占据了他大半个身份，但是沉淀在他身上的人

文气质不减。听他说文化，就像听邻家大哥跟你聊天，天南海北，娓
娓道来。

最近，他终于圆了一个梦：回家乡成立一个红色文化博物馆。他
因此又多了一个身份——毛主席像章文化博物馆馆长。

这个毛主席像章文化博物馆坐落在许村镇科同村科同港边，白
墙黑瓦里透出古色古香、江南水乡的韵味。

走进去，里面的场景让人惊愕：近500平方米的馆地摆满了各式
各样、各种材质的毛主席像章。走向二楼，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每年的国庆报纸都在，墙上挂着、墙边玻璃展柜里摆着……

这是周坚胜30多年来的部分收藏，这个博物馆场地由科同村提
供，他花了四个多月时间亲手设计、布置，分门别类地陈列起来。

虽然，博物馆还没正式对外开放，可一旦有人来访，穿着黑布鞋
的周坚胜笑容满面，引着大家从进门口开始挨个介绍，如果问起每一
件收藏品的来历，他总能记得收藏的时间、从哪里收购的。

岁月失语，唯物能言。

周坚胜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曾

当过兵，他的童年也被打下了浓重的红色

烙印。

他热爱毛主席，对老一辈革命家非常

敬佩。拿他的话来说，好像找到了一种精

神寄托。他把别人娱乐的时间用在了收

藏和研究上。

在各种收藏品中，周坚胜最爱的，还

是毛主席像章。他在对毛泽东人生各个

阶段的像章的收藏和研究过程中，中国现

代史的一段画卷也在他面前赫然摊开，令

他欲罢不能，渐入佳境。

由于工作关系，需要经常在全国各地

四处跑，他熟门熟路先去当地古玩旧货市

场上淘货。跟那些商贩成了熟人，路越走

越宽，也曾因一件红色藏品而“踏破铁

鞋”。

“碰到喜欢的特别兴奋，魂牵梦绕。

只要这东西买得起，就一定买回来。”但

他也曾经因为身上缺钱，与心爱的物品失

之交臂。

有一次，他在古玩市场发现一枚铜

章，对方出价 3000 元，而他的身上只有

1000多元，答应第二天带钱来取。结果，

第二天再去时，对方没有出现，“很遗憾。”

周坚胜怅然若失，像心爱的姑娘不告而

别，从此天涯永隔。

30多年来，他前前后后收集像章有一

万多枚。这其中，最早的像章是 1951 年

的，最大的像章直径有 1.2米，最小的仅有

指甲盖大小。而这些像章的材质也多达

几十种，有铝、铜、铁、塑料、毛竹等，人物

形态的表现上有侧面头像、正面头像、半

身像、全身像等，艺术造型有圆形、长方

形、多边形等。

有一年，位于报国村的家中被小偷光

顾，还好小偷对像章兴趣不大，没有拿

走。从那以后，周坚胜就把这些物件都带

在身边。

一枚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就像一条

回溯历史的路标，牵着他走回被历史尘封

的中国。

每当生意上碰到不如意时，周坚胜总

会拿毛主席的那句话安慰自己：“坚持自

力更生。”

30多年来，周坚胜也见证了许村的家

纺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纺织品由

单一原料、面料发展成集化纤原料、织造

印染、创意设计、服装家纺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实现了从“一块布”向“一个家”的深

化发展，逐渐成为引领国际家纺潮流的风

向标。

周坚胜也追逐到了他的家纺梦：从挨

家挨户推销到拥有门市部，2000 年 12 月

28日，他在山东济南窗帘城开出“雅仕居”

布艺，从内销做到外销，在圈内慢慢积累

了一定的声望和知名度。

他的红色收藏路

周坚胜介绍毛主席像章文化博物馆。■记者 王超英 摄

博物馆的展品。■记者 王超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