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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本土收藏家的“客家情结”

作者：本报实习生 邓 符 记者 陆 威 来源：北海日报

李继全向记者介绍“操谨行端”牌匾。

李继全收藏的客家古家具。

藏品 30多万件！展品足足装满了 10个房间！初识合浦县文物收藏研究会会

长李继全，乍一听到这些数字确实让记者大吃一惊。这么多的藏品，不要说一般

的文物收藏爱好者难以企及，就算是官方的博物馆，也未必能够有这种财力去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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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更让记者刮目相看的是，李继全在数十年收藏岁月中，所展现出

的那种“客家情结”—— —只要听说哪里有客家的文物转让，他都会千方百计

地想办法购到；只要是他收藏的客家文物，他都不会转让给别人。

正因为这样，在行内，有很多人称李继全是“疯子”。但李继全依然故我。

他说，客家人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族群，他想以自己愚公移山般的精神，为客

家人保存一点客家文化的见证。让客家人的后代，能通过他收藏的文物，了解他

们先人曾经的生活与习俗。

收藏数千件客家文物

在李继全收藏的 30 多万件文物中，有关合浦的有数万件，有关客家人的，

则有数千件之多。藏品大到古代的轿子、家具，小到古币、玉石，还有石碑、牌

匾、花板、历代器物、古今字画、新旧钱币等等，其种类几乎囊括了文物界的每

一个类别。

记者发现，在李继全收藏的客家文物中，更多的是反映客家人日常生活劳作

的生活用具。这些生活用具虽只有数百年甚至是数十年历史，但却能真实地反映

出客家先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虽平凡却很难得。

李继全说，随着客家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客家文化正在不断受到外来文

明的影响，很多客家年轻人，已经不清楚和不了解客家人的文化，他就是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客家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数件有代表性的文物被世客会征借

李继全祖籍合浦县公馆镇，后父辈移居山口镇，是典型的客家人。世界客属

第 24 届恳亲大会即将在北海召开，身为客家人的李继全备感自豪。特别是世客

会主办单位还将征用他的几件文物，让李继全一直津津乐道。

这几件文物中，有一件就是清代客家人结婚用的轿子。这顶轿子充分体现了

客家历史上独特的婚姻礼俗。据李继全介绍，客家的轿子独特之处在于轿子上面



的图案更为精美，雕刻的工艺更为精湛。结婚时，按照客家的风俗，新娘坐在花

轿里，由夫家人从女方家接走。

李继全称，这顶轿子首先被玉林的买家从合浦的一位客家人手上买走，再转

卖到桂林，最后才被他从桂林古玩城以两万多元的价格买回。但实际上，这顶轿

子值不了这个价钱，李继全之所以肯高价买回来，是因为它是一顶客家人的轿子，

这顶轿子在合浦估计也只有一顶，失去了它，合浦的客家人就再也看到不自己曾

有过的轿子。

李继全说：其实那时候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就算是花再多的钱我也要把它买

回来！”被世客会征用的还有一件珍贵文物就是“操谨行端”的牌匾。这是一块

集书法、雕刻技艺于一体，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身的牌匾，匾上精妙的书法配

上精良的木质和精湛的雕刻，让人折服。李继全介绍，此匾原是满清时期合浦客

家人钦加二品衔在任候补道廉州府正堂、五品顶戴廪生三总团首事李秀宇所提，

以表彰其为官严谨，心正行端。

文史专家考证历史的佐证

李继全告诉记者，他的丰富收藏引起了不少业内人士的注意。一些得知消息

的收藏爱好者，甚至从千里之外专程找到李继全。而本地一些文史专家，也经常

找到李继全，通过参观他的藏品，来寻找灵感，考证历史。

“包括我自己，以前都不知道公馆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成立了私立的农业学

校。

就是通过我自己收藏的一块石碑，这段客家人引以为傲的史实才重新见诸于

世。”李继全说。

客家人素来重视文化教育，即使是地处僻壤的公馆客家先人，也不乏捐资助

学的善长仁翁。李继全收藏的这块石碑，是一块用正楷字体记述合浦公馆张氏募

建农业学校的石碑。石碑上的字迹较为模糊，但仔细辨认还可以看清碑文大致内



容，落款处刻有“民国七年孟秋”、创建总理张卓光撰”、创建董事张玉堂书”的

字样。李继全介绍说，这是记载张姓的公馆人捐资创办张氏家族农业学校的石碑。

记者在其他报道中获悉，碑文上记载的张氏农业学校为北海最早的农业学校，由

张氏家族筹建创办。该校建在廉州张氏祠堂内，地址在今合浦县城廉州白石场。

而撰写碑文的张卓光，1923 年曾任合浦县长。“农学专科，实为富强之基础”、美

国乡有农小学，县有农中学，州有农大学”、富民自可富国”。从碑文上的这些内

容可以看出当时以农为本的思想对教育的影响，以及张氏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实业

强国的愿望。“这就是合浦人的历史文化，客家人宝贵的文化遗产。”李继全自豪

地说。

当地政府拟为李继全藏品提供帮助

之前，很多文物收藏爱好者都以为李继全的藏品仅仅集中在他的“藏宝斋”，

数量也没有想到有 30 多万件之巨。后来，李继全的藏品为媒体报道后，引起了

合浦县政府的注意。为了迎接世客会在北海召开，展现客家人的历史和生活习俗，

合浦县政府特意协调廉州中学，腾出 10 间教室来展出李继全的藏品，但即使是

这样，也不能尽数将李继全的藏品展出。

虽然藏品展出的地方有了着落，由于地方是由廉中暂借，再加上地方位于校

内，除参观者不方便外，安全也成为大问题。虽说展出的每间教室都装了电子监

控设备，但李继全终究放心不下，只好每天晚上都到学校来看守。

可喜的是，李继全的藏品已经引起了合浦县政府的高度重视。李继全说，藏

品暂借廉中展出只是县政府的权宜之计，预计不久的将来，县政府即可为他免费

提供一定的展厅，到那时，北海人民就可以方便并且轻松地一睹他的藏品风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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