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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文 彭程/摄

老报纸记录新中国成立70年历程

漫步 “壮丽70年·奋进新时代———
精品报刊收藏展”， 一股淡淡的报油香
直面扑鼻， 仿佛使人置身于新中国成
立70年的历程中。

此次精品报刊收藏展展出了自
1946年起， 各城市的解放历程 、 新中
国诞生至今70年来辉煌成就等相关内
容的报刊， 所展出的80余框200余份报
纸 ， 真实 、 直观地呈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年来 ， 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的光辉历程 、 伟大成就和宝
贵经验。

在展览现场， 记者采访了主办此
次展览的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副会
长范光永。 他说， 这些老报纸所呈现
的真实历史是鲜活的， 它跳跃在纸上，
植根于民间， 虽然报纸已经发黄、 破
损 、 模糊 ， 但历史却依旧激荡人心 。
报友们为这次展览付出了大量心血 ，
特别是老报纸收藏家们从全国各地赶
来， 拿出自己收藏的珍品， 不计任何
报酬地为办好展览建言献策。

这样的热情来自于何处 ？ 范光永
表示，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我们这些报友们想借这
次 ‘壮丽70年·奋进新时代———精品报
刊收藏展’ 的举办， 让历史说话， 让
沉寂的新闻纸 ‘活’ 起来， 用一张张
老报纸 ， 还原历史 。” 在范光永看来，
收藏报纸的初衷之一， 就是因为报纸真实
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报纸是历史的日
记， 新闻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牢记历史，
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这样的记录远比
任何教科书更让人信服。

老报纸的展出， 让前来参观的人
们感受颇深。 特地从外地赶来参观展
览的王先生说： “参观老报纸展是一
次极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用老报纸来
诠释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以珍贵的史
料来警醒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是一次很棒的爱国主义教育。”

记者注意到， 有一位年轻女性观
众看得格外仔细， 当记者上前攀谈时，
她说自己是一名教师， “可以带孩子
们来参观， 老报刊展就是很好的爱国
主义教材。”

废品堆、 地摊上抢救老报纸

精品报刊的展出， 能够警醒世人
正视历史， 珍爱和平， 这也是报友们
共同的心愿。 但这些老报纸的收藏可
是不容易。 大多都是集报人从废品堆、
地摊上 、 夹墙里 、 烟道中抢救而来 。
范光永就是其中之一。

说起范光永， 在北京城乃至全国
的老报刊收藏圈可以说是耳熟能详 ，
从1987年起至今从事老报刊收藏研
究和利用 ， 老范主要收集明清 、 民
国老报刊 ， 兼 集 现 代 报 纸 创 刊 号 、
号外等 ， 北京出版的老报纸 、 红色
老报纸是其主要特色。

在此次的精品报刊展上 ， 一框
1949年10月1日、 2日、 3日的三份 《人
民日报》， 特别引人注目。 “这是我20
多年前， 从潘家园地摊上收来的。” 范
光永回忆道， “它珍贵所在是散装的，
不是合订本， 没有裁剪过尺寸， 这也
是我一直想收藏的那种报纸。 回家就
拿报纸专用塑料袋保存起来了。” 当时
一个月工资仅有80元的他， 一气儿花
了300元买了三份， 以至于他回家都没
敢跟家人说。

这只是老范收藏道路上的一个小
插曲。 后来， 红色报纸系列成为了范
光永的一个专题收藏。

十年前， 1945年5月的一份 《晋察
冀日报》 记载着中共七大开幕时的盛
况。 1995年入党的范光永， 凭着一名
共产党员的执着， 他托朋友、 走地摊，
最终， 几经周折， 变卖了两份珍藏的
报纸， 加了8000元 ， 换得了这份记载
着中国共产党难忘时刻的报纸。

范光永喜爱收藏早期报纸 ， 收藏
的清代报纸近200种， 清代各时期的邸
报均有收藏， 藏有一份最早出版的报
纸一直是他最大的心愿。 大概10年前，
潘家园的一个旧书商告诉他， 一个朋
友手里有一份明代的邸报。 他立即联
系终于得到了明熹宗天启七年六月二
十五日的邸报。 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
先生看到此报也非常惊讶， 称这是一
次重要的发现。 在 “邸报” 的注文内
标明集报家范光永收藏。 集报人的名
字和报纸进入现阶段大学教材的恐怕

还不多见。 正如方汉奇的 《记新发现
的明代邸报》 文章的结尾处写的 ： 这
是集 报 界 对 新 闻 史 研 究 作 出 的 重
要 贡 献 。 他们的功劳 ， 是十分值得
感念的。

每个报友都深藏着一份爱国热情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 《新华日报》 的头版报纸， 这
边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专题……”
1954年5月出生的蔡立群， 是一位集报
近20年的老报迷。

“我家里的一面墙书柜里， 只是搬
家时候留下来的一部分。 之前的很多
报纸光卖就卖了1000元。” 说起搬家时
候的那次 “损失”， 蔡立群很是后悔。

1954年5月的一天， 蔡立群出生于
北京， 他从小就喜欢读书， 13岁就读
完了 《水浒传》 《三国演义》 等10余
本名著。 他总会随身带上本书， 忙里
偷闲看看， 还经常绘声绘色地给小伙
伴们讲上一段小故事。

蔡立群参加工作后， 每月发完工
资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新华书店买书，
阅读时看到好文章就剪下来， 分类贴
在日记本里。 1976年4月， 蔡立群看到
一本杂志整本书内容都挺不错 ， 剪
哪篇呢 ？ 左看右看 ， 就是不忍心下
剪子 ， 他心想 ： “许多好书剪完后
不 成 样 子 ， 尤 其 是 年 代 久 远 的 老

书 ， 一剪子下去反而给毁了 ， 何不
搞 收 藏 呢 ？ ” 于 是 ， 他 紧 衣 缩 食 ，
四处收藏报刊。

蔡立群收藏的报纸除了国家大事，
还非常关心国家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
港珠澳大桥启用、 大兴国际机场的建
设等等， 只要是国家发展的大事， 他
均一一从报纸上剪下 ， 并做成专辑 ，
做工之精细、 资料之详尽， 着实让人
爱不释手。 因为做的剪报太多， 蔡立
群家中的书房、 小房间里都摆满了文
件夹。

“我做藏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做
个记录者， 记录国家的变化， 记录人
们关心的大事， 经常翻翻看看， 既可
以增长知识， 也是报友对祖国的一份
热爱。” 蔡立群笑着说， 家里每年都会
订阅好几份报纸， 有时候还会去社区
办公室 “搜刮” 报纸。

蔡立群集报剪报近20年 ， 他收藏
报纸10多类、 成千上万份， 制作成专
题近千册。 收藏报纸让他成了小区里
的 “百科全书”， 常常有街坊邻居来参
观欣赏， 每次他都热情地为大家介绍
其中的内容 。 蔡立群告诉记者 ， 今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 自己肯定
会收藏好每一份相关的报纸 ， 做好
记录。 “报纸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者，
收藏报纸就是收藏历史， 我和报友们
会把这个爱好坚持下去。”

集集报报记记录录共共和和国国壮壮丽丽成成长长史史
———北京报友们的爱国情

走进东城区角
楼图书馆一层 ， 第
一眼便可看见 “壮
丽 70年·奋进新 时
代———精品报刊收
藏展 ” 的展板 ， 随
后映入眼帘的是那
一张张泛黄的报纸、
一本本陈旧的杂志，
仿佛把人带回波澜
壮阔的解放历程 、
难忘的开国大典 、
艰苦创业 、 改革开
放 、 申奥成功 、 辉
煌时代……就像一
部纪录片 ， 向人们
讲述从奏响胜利凯
歌 ， 到改革开放的
光辉岁月 ， 再到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的新时
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