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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9岁开始收藏报纸的 ， 那时候
班里订了 《少年报》， 大家都看完后， 我
舍不得扔， 就保存了下来， 慢慢就成了一
种习惯 ， 我喜欢收集各个历史时期的报
纸， 61年下来， 如今有4万多种， 10多万
份报纸了。” 李铁光自豪地说。

他收藏光绪时期的报纸有《申报》、《大
公报》10余种， 收藏抗日战争时期的报纸，
比如《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 …… “翻
阅此报， 仿佛看到了日寇铁蹄践踏祖国的
大好河山， 而共产党带领广大劳苦大众与
日寇浴血奋战的激烈场面。”

1964年 ，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 当年17岁的李铁光看到家门口人民日
报的汽车在发放号外 ， 就一路追着汽车
跑， 一直到东四才 “抢到” 一份珍贵的号
外， 珍藏至今。

每逢 “七一”、 “八一”、 “十一” 以
及赶上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 李铁光
都会去收集各地的报纸留做纪念。

在他的影响下， 全家人对报纸都有着
一份特殊的感情。 “快看， 这就是晚报出
的奥运号外 。” 李铁光和老伴小心翼翼展
开29米长的 “奥运长卷 ”。 这是2008年时
他们全家总动员， 将收集到的所有和奥运
相关的报纸、 号外粘在一起， 组成这个宽
1米、 长29米的 “奥运长卷”。

李铁光说 ： “那时听说晚报要出号
外 ， 每天我都和老伴早早地去北京站等
着。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大女儿和女婿去
天安门等， 小女儿和女婿去西单等， 终于
集齐了所有的北京晚报奥运号外。”

奥运会结束后， 全家7口人挤在李铁光
不足60平方米的家中一起动手拼贴长卷 ，
像这样的长卷李铁光家里还有两个， 一个
是长60米的 “国庆长卷” 和90米长的 “建
党90周年长卷”。

在李铁光收藏的10万多份报纸中， 有
反映国内重大历史事件， 反映国家人民重
大变化、 重大节日、 纪念日及重要会议 、
活动的报纸， 也有在历史上有影响的报纸
创刊号、 终刊号或停刊号。 此外， 李铁光
还收藏有非常珍贵的金报、 铜报、 手绢报、
雨伞报、 塑料报、 掐架报、 信封报等。

“集报有三多， 多知多友多乐， 即懂
得的知识多， 交了一批同样爱收集报纸的
朋友， 乐趣也多。 今天的报纸， 明天就是
历史， 收藏报纸， 就是收藏历史。” 李铁光
感慨地对记者说。

1990年， 李铁光在北京首次举办个人
藏报展 ， 1991年在常州举办个人藏报展 ，
1992年在西安举办个人藏报展， 多次被评
为全国集报界十大新闻人物。 他也被多家
媒体报道， 被誉为 “中国集报大王”。

因为集报，李铁光收获了很多荣誉。 但
他最看重的是全家被评为首届“中国幸福家
庭”和“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当年家里并不
富裕， 但老伴这么多年一直对我集报很支
持，成就了我集报的梦想。 ”李铁光说。

目前， 一些学校在李铁光家里建立了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集报大王” 的心愿
就是好好利用自己几十年收藏的报纸， 为
祖国的下一代做点贡献， 让孩子们通过这
种方式认识历史、 学习历史。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余余翠翠平平//文文 孙孙妍妍//摄摄

收收藏藏报报纸纸6611年年的的““集集报报大大王王””

大凡世 上 之 物 ，
皆有收藏的意义 ， 譬
如收藏邮票 、 汽车 、
钟表 、 自行车……五
花八门 ， 而李铁光一
生的业余爱好是集报。

李李铁铁光光和和夫夫人人毛毛淑淑英英特特意意将将见见证证 《《劳劳动动午午
报报》》 发发展展的的 《《北北京京工工人人报报》》、、 《《北北京京工工人人报报都都市市
风风》》 两两份份报报纸纸的的创创刊刊号号向向记记者者展展示示。。

李铁光的收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李铁光将报纸分类整齐摆放在书柜里

李铁光除了收藏特色报纸外还会收藏一些 “异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