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自成立以

来，以“围绕大局、服务报业”为宗

旨，做了许多有益的、实实在在的工

作，得到了报业同仁和集报藏友的赞

誉和认同。特别是这次在全国集报爱

好者中开展评选 !""家“中国集报之

家”和 !""种“中国集报精品”的双

百工程活动，更是大得人心，好评如

潮。经过 #年多的努力，已顺利评出

了 !$%个“中国集报之家”和 !#&种

“中国集报精品”。现在，集报分会将

这项成果编成了《中国集报之家》和

《中国集报精品》 两本书，由人民日

报出版社正式出版。从这项活动和这

两本书的出版可以看出，集报分会为

报业文化发展和报纸文物收藏做了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民间收藏自古有之，而且种类繁

多。但对于报纸的收藏，则是近现代

的事情。有的同志集报多年，历尽千

辛万苦，依旧乐此不疲，有时为了寻

一份珍贵报纸，不辞辛劳，走南闯

北；有的同志收藏了从明清时期到新

中国成立前后的各种报纸成千上万，

堪比报纸博物馆；有的集报之家已成

了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地”、“科普教

育基地”、“德育教育基地”，等等。

这次收入《中国集报精品》的精

品报纸，从明朝、清朝时期到新中国

成立前后，琳琅满目，既有单份报

纸，也有专题系列报纸。最早的当属

明朝熹宗天启七年 （!'(& 年） 七月

六日发行的一份 《邸报》。由此可以

看到我国报纸发展轨迹，可以看到我

国近现代史的印记；可以看到中国革

命发展的详实记录，也可以看到中国

由弱到强的步步足迹。这些集报精品

可以说为中国新闻史、报业史的研

究，为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

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真实的报纸史

料，既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又有历史

研究价值。集报分会开展的“双百工

程”评选活动，可以说是对各地的集

报活动的一次总结和提升，对推动全

国民间集报活动创新发展具有深远的

影响。

我们办报的人在时常回顾自己办

报的历程时，再看看中国民间这些最

忠实的读者如此执著地热爱报纸、悉

心收集、珍藏着这么多留下历史印记

的报纸，心灵会受到一些震撼，可以

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受到一些启示，

激励我们努力办好今天的报纸，真实

地记录时代的步伐和世界的变化，不

负众望，不辱使命。

今天，我们报业发展可以说是很

繁荣了，报业的大繁荣也促进了集报

队伍的壮大和集报活动成果的丰富。

当前，中国报业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

遇，又面临新媒体的严峻挑战。让我

们齐心协力，努力办报，同时也热心

集报，相互支持，相互推动，共同促

进中国报业的大繁荣大发展，共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美好明

天。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报业协会会长、人民日报原总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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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报于个人，服务于社会”几乎
已经成为所有集报人的共同信仰。这
些对报纸收藏着了迷的“报迷”们如同
一段段鲜活历史的寻访者，在今天追
溯着过往，以历史记录昭示着古今和
未来。

“北京精神“的践行者

黄玉庆的家庭藏报馆名为“京报
坊”。为什么叫做“京报坊”呢!“北京是
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历史
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而我又生在北
京，长在北京，就更加热爱北京，也就
把在北京出版的报纸作为集报的重
点。”他说。"#$$年$$月"日北京市正式
发布了“北京精神”的表述语：“爱国、
创新、包容、厚德”，这正与黄玉庆的集
报活动不谋而合，他决定做一个“北京
精神”的践行者。

黄玉庆的藏报约%&&&多种、数万
份。有《北京日报》创刊号、《北京晚报》
创刊号、《北京画报》试刊号等“北京”
字头报，有《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
院》创刊号等在内的“学院”报，还有
《人民日报》系列、《北京日报》“古都”
专版、《北京晚报》“四合院”专版全套、
《北京青年报》“地理寻踪”专版；《中国
商报》“收藏拍卖导报”全套、《藏书报》
全套、重大事件报等。“对于收集到的
报纸不能束之高阁，要探究它刊载历
史的来龙去脉。”黄玉庆坦言，“我不仅
要做好一个保管员，更要将北京精神
传递全社会。”

让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与雷锋同年入伍的李俊，虽然他
们不在一个部队当兵，互不相识'却有
着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的共同信仰，正
是这种信仰让李俊此生与雷锋结下了
不解之缘。
“雷锋精神的基本特征是：‘心系

祖国，热爱集体，关心他人’，集中体现
了中华美德崇高境界，汇聚了每个时
代都传承贯通的精神，传递了人与人
之间互助友爱的真情。我认为收藏雷
锋事迹资料、留住雷锋精神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李俊爱好集报、剪报和“红色文
化”收藏，已走过%#多年的历程。他的

集报、剪报和雷锋专题资料的收藏均
达万余件。为了让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李俊曾多次走进部队、学校、厂矿、社
区、家乡，举行报展和雷锋藏品展达(&

余次，参观人数达)&万多人次。"&&"年
*月+日，李俊创办了“雷锋文献资料
馆”，由他自费编写《集藏雷锋资料文
摘》$,-期，印.&&&余份，赠送给全国
雷锋中小学，深受师生好评。不少学校
来信表示感谢，对李俊以这种方式教
育青少年学雷锋、知雷锋、做雷锋表示
赞同。

由于李俊坚持数十年举行各种报
展和“雷锋精神永恒”图片展、“雷锋在
我心中”藏品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事迹突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为激励更多青少年争当当代“新
雷锋”，为培养有思想、有道德、有文
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李俊虽已
年近古稀，仍在默默地努力着。

家庭藏报馆也做历史资料库
魏润生家和有些集报人不同，除

了藏报万余种，更有涉及报刊社史料
背景的藏书+&&&余册。“这些报纸和史
料，都是我集报和研报的基础。”他说，
自从与老伴和儿女们共同努力建成了
“魏润生家庭藏报馆”后，这小小的藏
报馆就变成了省市各界单位个人的历
史资料库。

$&年来，每当辽宁省重大节日和
活动期间，在省直机关、大中小学校、
街道社区、古玩市场、博物展会、图书
馆、文化宫等地点，都有他的身影。他
举办报纸展览.&余次，前来参观查阅
史料者达数万人次。据介绍，在魏润生
举办的“家博会”上，每天都有数干人
参观借阅。为了考证早期报纸，他还经
常到省市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史料，跑
遍沈城古玩城、书报摊，花费了大量心
血，纠正了原有史料中的不实之处；找
到了东北、沈阳、大连、鞍山、营口
等地区报纸的源头。

几年来，他为辽宁省地方志办公
室、省出版协会、辽宁经济日报社、
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街道等单位，提
供了重要史料，对于编撰省志、报史
和街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毫
无保留地为新闻媒体界编著出书提供

了珍贵资料。
大连一位*&多岁的老人看到《辽

宁老年报》报道魏润生的文章，于是
给该报写信，寻求帮助。魏润生得知
后，为他查找到他父亲王一叶 /革命
烈士 0 于$1"*年在沈阳参与创办的
《东北民众报》，并给他提供了报纸史
料和复印件。老人家非常感动，他
说：“我找了几十年哪2 是他帮我实

现了多年的追寻，填补了父亲这段历
史的空白。”

近年来，更有省外一些高等院校
的师生也慕名而来，上门请教、查阅
史料、翻拍大量照片……

“农民集报家”的纸墨人生
他当过兵，种过地，自$1%+年收

藏《人民军队》报起，已有%1年的收
藏经历。迄今为止，他共收集各类报
纸近"+&&&种，其中创刊号就有-&&&

多种。国内目前发行的晚报，其创刊
号大都可以在他的藏报中找到。他，
虽然已经-1岁高龄，但看起来十分精
神。他就是“农民集报家”南志秀。

南志秀老人的家，在陕西省富平
县曹村镇土坡村，一个宽近(米、深
达)&米的土窑洞，悬挂着五花八门的
报纸。在这些报纸中，可以作为珍贵
历史资料的有)&&&多种，其中最早的
是光绪年间出版的第三期《申报》。

最有意思的一张报纸是镇江解放
区$1(1年%月".日出版的《前进日报》
创刊号。这一天恰好是人民解放军解
放上海，报社就将新华社发布的消息
用红色字体加印在头版中央。南志秀
说：“每每翻阅收集的各种党报，我
都会心潮澎湃，忘记一天的疲劳和烦
恼，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

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南志秀收
藏这些报纸，几乎用了他所有积蓄。
藏报、评报、研报，不仅增加了对报
纸的热爱，开阔了视野，更是增长了
知识、提高了写作水平和文化素养。
由于他的笔耕不辍，先后在全国各地
)&&多家报刊、电台发表稿件"%&&多
篇，还有多篇新闻稿件获奖。在集报
写稿歌颂党恩的同时，南志秀还创办
了 《中国集报文选报》，主要刊登与
集报相关信息以及集报研究作品等，
$11%年创办，至今已出了$&"期。该
报的特色是每期更换书法报头，$.年
来已经采用出自中国书法界名家之手
$&&多个报头，使读者未看报先领略
各个流派的书法艺术瑰宝。南志秀
说，自己由向报纸投稿到集报，和报
纸有着不解之缘，办报是这一情结的
升华，也是对中国集报界做出的微薄
贡献。

集报是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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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 冰

"汇集了１５９个“中国集
报之家”和１３２种“中国集
报精品”的两部书———《中国
集报之家》和《中国集报精
品》日前问世。
"作为评审之一、中国当代
历史新闻学的大家，已经
８５岁高龄的方汉奇教授这
样说：收藏报纸，是一种非常
高雅的文化活动。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之前的报纸，都是
历史文物，经过战乱，后来又
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
“文化大革命”，留存下来的
已经不多，收集起来是很不
容易的。全国集报的人，收集
了不少报纸，有的也研究并
出版了一些书；许多人还经
常举办报纸展览，为社会做
出很多贡献。这是好事，我们
应该给予关心和大力支持才
是。

“报纸就是历史的日

记，今天的报纸就是明天

历史的见证。收藏报纸，

可以说就是收藏历史；报

纸号外更是‘历史风云的

见证’和‘时代大事的记

录’，也是报纸文化最吸引

人的亮点之一。收藏研究

报纸，追溯历史，对传承

弘扬中国报纸文化，促进

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平时搞搞报纸展览，是为

社会做文化方面的服务。

就是自己或亲友翻看这些

内容有趣﹑版面精美﹑记

载着昨天历史﹑具有百科

全书性质的报纸，大家也

都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能在阅报中享受幸福快乐

的人生。”著名集报家周文

华如是说。

集报即收集报纸的简称，

也称报纸收藏，或称收藏

报纸，是以报纸为收藏对

象的爱好。按照收集的类

别，可以把藏品分为号外

报、创刊号、文革报、老

报纸、生日报、百版报、

终刊号、试刊号、报头、

剪报、报标等类别。

《人民日报》 于 $1*& 年 %

月 $* 日以 《我国向太平

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

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为大标题，出版发行了号

外。

《中国集报精品》
《中国集报之家》
两本书之序
吴恒权

# 评

记新发现的明代《邸报》
方汉奇

这份《邸报》出版于明熹宗天启年

间，是迄今为止第一次被发现的明代

《邸报》的原件，也是目前能够看到的、

出版时间最早的古代《邸报》原件。

这份《邸报》原件的出现，为中

国新闻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以下的信

息。即：一，证实了明朝末年已经有

了公开的为公众发行的名为 《邸报》

的这种民办的报纸。证实了当时有人

发行 《邸报》，有人“以送 《邸报》

为业”，有不少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日

记里记载了他经常看 《邸报》，天天

有 《邸报》 可看，这些都是事实。

二，证实了明末的天启年间已经有部

分报纸采用雕版印刷。从这份报纸的

纸张和字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用

明时制作的质量较差的廉价纸张和近

似于仿宋的长方形书写体雕版印刷

的。证实了我曾经说过的，“（明朝中叶

以后）发行量比较大的时事性政治材

料使用印刷手段，万历到天启这一段

时间，估计仍然是手抄和雕版印刷两

种方式并存”的这一说法，大体符合实

际。三，上述的民办报纸，在当时已经

开始使用了名为《邸报》的正式报头。

这也是当时人对《邸报》有种种异称，

但仍以《邸报》作为最常用的称谓的一

个原因。四，《邸报》可以是书册状的，

也可以是单页的。

这份《邸报》就是单页的。估计

在《邸报》发展的历史上，单页的形式

出现在前，书册的形式出现在后。单页

利于抢时间，便于及时书写雕刻印刷

出版。书册则可以扩大信息的含量。更

多地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五，从这

份《邸报》的页面上，还看不到出版这

份报纸的民间报房的“堂”名，或发报

人的姓名。说明这是当时编、发这类

《邸报》的民间报房业（即所谓“抄报

行”）的通例。当时报房业之间的竞争

还没有十分激烈，报房业者的品牌意

识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些都是值得新

闻史研究者关注的。

长期以来，古代新闻史的研究，

主要靠的是正史、野史、日记、尺

牍、文集、公私档案和其他历史文献

资料。除了伦敦和巴黎收藏的两份

《敦煌进奏院状》，少量的清末的报房

《京报》 和前引的那份明季的 《急选

报》外，鲜有实物作为佐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妇女时报》创刊号

《妇女时报》 创刊于 $1$$

年 . 月 $$ 日 （清宣统三年五

月十五日），由上海时报馆出

版，上海和北京有正书局总发

行。

收藏人：苗世明（山西省）

《中西医学报》创刊号

《中西医学报》 清宣统二年四月

十五日 3$1$& 年 ( 月0 创刊，月刊，

由上海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丁福保

担任刊物主编，总发行所设在上海新

马路昌寿里 *$号。

收藏人：冯 艺（安徽省）

《新民丛报》创刊号

《新民丛报》 于清光绪二十八年

元月一日 4$1&"年 "月 *日5 创刊于

日本横滨，是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

代表性刊物。

收藏人：朱军华（江苏省）

《外交报》创刊号

《外交报》 创刊于清光绪二十

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61&"年 6月

( 日5，发行所在上海英租界棋盘

街。

收藏人：朱军华（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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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