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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十七年前的今天，我打起背包，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奔赴“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时我刚满十八岁。
如今的我，两鬓的丝丝白发在不知不觉中显现。
走过了少年、走过了青年、走过了中年，一霎眼已经年过半百。
五十多个风雨春秋一路走来，犹如农人用犁在田里划出的一道道行迹。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加贪婪时光，既要把握住眼前的每一天，又想追回过去的岁月。
十年前，我起意追寻过去的物，是旧时农家刀耕火种的器物，还创办了一个博物馆，又编著了《上海
乡村民俗用品集萃》。
这一件件熟悉又渐陌生的器物，让我又回到了当年风华正茂、战天斗地的年代。
这几年，又回首过往的事。
幼年时的童趣、少年时的梦幻、青年时的磨炼、中年时的拼搏，都铭刻在我记忆的深处，清晰得犹如
昨天刚刚发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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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底子的事体》作者钱民权是上海有名的业余收藏家，书中叙述了他在这几十年来的趣事。
书中的文章都不长，有的还很短，但涉及的都是作者自己经历的事和熟悉的人。
阅读《老底子的事体》，你可以读到作者幼年时的童趣、少年时的梦幻、青年时的磨炼、中年时的拼
搏，而这些往事也正如作者所说的：“都铭刻在我记忆的深处，清晰得犹如昨天刚刚发生的那样。
此时此刻，我才感觉人生的短暂、时间的珍贵、往事的甜蜜。
”　　《老底子的事体》作者是沪上独树一帜的收藏家钱民权，书中记录了他在收藏过程中的串串记
忆，也是他对以往生活中的平凡故事和点点滴滴的感受的记录。
这些已经被岁月抖落的往事，不仅是作者人生的印痕，而且也是一代人生活的缩影。
虽然年轻一代的我们对那些往事无从经历，但书中所叙之事鲜如活水，令人陶醉，也令人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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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民权，祖籍江苏张家港，1951年6月生于昆明。
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
1968年下乡插队落户，1974年上调回城。
曾任上海县交通局党委宣传干事、上海县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综合处主任科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法制监督处副处长、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副所长。
现任Intertek IES副总裁，兼任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上海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上海市收藏协会会员。
曾编写高等院校教材《行政法总论》、《办公室实务与技能》，编著《上海乡村民俗用品集萃》。
参与调研和编写的《上海市行政执法机关执法基本情况》获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奖。
业余爱好民间收藏，1999年5月举办的“钱民权乡村民俗用品收藏展”被评为上海市十大收藏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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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弄堂游戏童年雪趣儿时年味春在田垄野菜香籴米印象难忘小菜卡回味爆米花大饼油条饭瓜“面疙
瘩”漫谈油灯说灶头街头难见煤球炉家里原来有架橱补镬“小炉匠”袜底板琐记久违木拖鞋老街茶馆
弄堂乘凉悠悠蒲扇情矿石收音机在三林塘插队落户弄堂情结蚕豆乡情贪婪甜芦粟评工分的烦恼住的变
迁柳树随想鸡年话养鸡儿时我养蚕宝宝秋风甫起蟋蟀鸣盛夏说蝉摸蟹捉蟛蜞的野趣其乐融融吮螺蛳愧
对麻雀鱼塘咏叹龙华古风甲申年话甲申村徐家厍与徐家汇百年勾针话兴衰沪郊农谚趣谈民间语词杂谈
五月端午飘粽香七月初七话“七巧”淡忘了腊八节名片小考说酒我寻到了钱氏始祖孔子论“钱”“民
”“权”我收藏农家“吃饭”“家什”附录市郊农史此处留读取乡土就收这些“老货色”一本画册折
射的社会变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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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第一次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
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的诗句时令我震撼不已。
因为我从小就感受到没有住房的痛楚。
　　听父母说，我刚满三岁从昆明回上海时，我们这个家是没有住房的。
先是寄宿在龙华陆家堰，房东与外婆家有姻缘关系。
年幼的我，对这一段生活经历毫无印象。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全家搬迁住进了龙华甲申村。
第一家房东是母亲的小姊妹。
房屋结构是上海本地房子，有客堂，两边各有前后厢房，我们借住的是东边的前厢房。
房东阿婆很热心，她的孩子与我们年龄相近，两家人亲如一家，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
租期结束，我们又租借了别处一间房子。
房东是谁，已经记不起了。
只知道隔壁人家也是一户房客。
不久又搬了一次家，房东是母亲的远房亲戚。
这时候我已经七岁。
　　或许是父母拖着我们四个孩子尝尽了没有住房的飘居之苦，萌生了自己盖房子的念头。
当时父母没有盖房的钱，是通过“表会”的形式筹措了一千多元造房款。
旧时，邻里乡亲之间各自出钱，凑成一笔资金，然后通过抓阄的形式，按序号先后轮流用钱，民间俗
称“表会”。
新房是1957年建的，是一间砖木结构的“十七发七路头”瓦房。
我们住进新房后，又多了两个妹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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