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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昨天”存档 他收藏600多份老报纸

电影海报迷 独爱红色革命史

60岁的廉德华是一位老报人，今年他
即将从自己热爱的媒体岗位上光荣退休。
谈及自己的收藏历程，廉德华说最早他只
是简单收藏一些电影海报。廉德华从小爱
好美术，受父亲影响，从小喜欢收集年画，
后来渐渐对电影海报感兴趣。“20世纪70
年代，电影院很火，每次有新电影上映，电
影院门口的大海报前总是人山人海。”

《四渡赤水》《太行山上》《七七事变》《大
决战》……这些海报主题鲜明、人物生动，记
录着一次次解放战争时期的关键性战役。

“这些海报在当时来说十分珍贵，所以每次
我都会拿几张电影海报好好收藏。”回忆过
去，廉德华感慨，那时候很少有人懂收藏，
大部分收藏爱好者都以收藏瓷器为主。而
廉德华却对电影海报十分痴迷。2010 年
时，廉德华已经收藏了五六千张电影海报。

对电影海报的收藏热情，源于廉德华
对于红色革命史的热爱。“我收藏的这些五
六十年代的老电影海报，大部分侧重红色
电影、样板戏海报。”一张张电影海报、众多
的革命故事，记录着解放战争时期老一辈
革命家为祖国奋斗的历史。后来，廉德华
发现，关于红色电影涉及的各场战役分布
于全国各个省市，这些战役、地点串联起
来，就是一部生动的新中国成立解放史。
于是，廉德华想到了另一种记录历史的方
式——收藏老报纸。

老物件精心保存 堆满两间屋

报纸，虽然看起来只是薄薄的几张纸，
但它记载的是当下，传承的是历史，是后人
了解过去最生动、最直观的形式。有了集
报的想法，廉德华迅速付诸行动。他得空
便跑到古玩市场，四处搜寻老报纸，还在身
边爱好收藏的藏友圈里打听。“古玩市场的
老报纸非常少，只有一两家有，在青岛文化
市场我也买过，但数量都不多。”廉德华回
忆，那时候人们没有收藏意识，像他这样收
集报纸的人，大部分都是个人爱好，因此收
集工作格外复杂琐碎。

翻开廉德华收藏的报纸，种类繁多，既
有党报党刊，也有都市生活报纸；既有全国
性报刊，也有地方报刊。廉德华收藏了《人
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对重大
历史事件的报道，同时，对涉及重大区域政
策的地方报纸，他也有收藏。截至目前，廉
德华收藏的报纸共有300余种，近600份有
重大历史意义的老报纸，被分门别类地一
摞摞地整齐摆放在一起。为了便于保存和
查阅，廉德华细心地将每一张报纸塑装好，
还在一些报纸内页里插了便签。可以说新
中国成立前后的风雨征程，全部都在这些
老旧的报纸中得到展现。

“为了收集这些报纸，我煞费苦心。有
的是通过电话、网络四处联系，有的则是亲
自登门拜访甚至三顾茅庐。”廉德华为了
亲眼见到一份有珍藏价值的老报纸，他不
惜长途跋涉，赶到收藏者所在地收购。取

回的报纸，为了完整地保存好，廉德华书柜
里时常备着樟脑丸，防止报纸受潮、发霉、
生虫蚁。廉德华为他的“宝贝们”特意定制
了一批塑封设备，各种尺寸一应俱全，这样
能保证自己翻看报纸时不会影响它们的寿
命。600多份报纸，包括收集的周边产品，
足足装满了家中两间屋。

大量阅读 集报串起青岛解放史

“看完我收藏的大部分报纸，也就明白
了新中国解放史有多伟大。”翻阅这些老报
纸，廉德华感慨道，这其中有20多张是涉
及青岛解放的报纸，《人民日报》《解放日
报》《大众日报》刊登的有关解放诸城、解放
即墨、解放胶州等报道，虽然内容大致相
同，但标题和采写角度各有不同。“我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收集有关青岛解放内容
的报纸，有的是从本地的旧货市场淘的，有
的是从文化市场上购买。”在廉德华眼中，
这些老报纸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更见证
了自己的收藏岁月。

他告诉记者：“以前的报纸几毛钱一
张，但他收购这些报纸的时候，老报纸的身
价早已翻倍，变成一张一百多元。”为了集
报，廉德华翻阅了很多地方志、史料书籍，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日报》的号外喜报系
列、重大事件系列等。从中共七大到三大
战役、南京解放、开国大典等重大历史事
件，在廉德华的藏报中均能找到。“要想收
藏老报纸，必须阅读大量书籍，尤其是关于
中国革命历史的书籍。”廉德华说。

每一份老报纸 就像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收藏老报纸很有意义，就义无反
顾地一直坚持下来。”廉德华说，收集老报纸
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在收藏老报纸的岁月
里，廉德华还交了一群同样爱好收藏老报纸
的朋友，大家经常在圈子里沟通“好东西”，经
常为了一份报纸跑遍各地，参加省内外报纸
交流、研讨会、联谊会，淘回一些珍品。

在廉德华眼里，报纸就像是自己的孩
子，而他最骄傲的“孩子”是1949年10月1
日和1949年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人
民日报》第一版上，对“开国大典”进行了详
尽的报道，这张报纸，花了廉德华不少积蓄
才得到。廉德华回忆道，这张开国大典的
报纸，是朋友圈里一位辽宁的朋友收藏的
珍品，被他以 15000 元的价格购得。对廉
德华来说，每一张报纸都弥足珍贵，他从未
将自己收藏的报纸售卖过。近几年，为展
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他几次展览自
己的老报纸，“我想为传播红色记忆、传承
历史荣光做一些实事。”在廉德华看来，收
藏也是为了利用，否则集报就失去了意
义。通过展览宣传这些老报纸，可以让更
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伟大历史。

传承历史 希望在青岛办报展

“我曾经在内蒙古赤峰市办过报纸展
览，有办展经验。今年6月2日，是青岛解
放75周年，我想把我收藏的关于青岛解放
的报纸，带来青岛办一个报纸展览。”廉德
华告诉记者，他这次来到青岛，也对接联系
了多个部门与公司，沟通办报展的想法。

“除了展览 20 多张关于青岛解放的报纸
外，我还想展览济南、威海、烟台等城市解
放的报纸，把展览内容由青岛扩大到山东，
展出40多张报纸。此外，其他城市有代表
性的老报纸，也可以展出一些，让参观者看
到后，能对中国的解放历史有所了解、有所
收获。”

谈到来青岛办报展的初衷，廉德华告诉
记者，因为青岛是他的“第二故乡”。“2002年
的时候，我从赤峰市来到青岛，开了一个图
片社，从事相片冲印、婚纱摄影工作。因为
当时对青岛的印象特别好，觉得青岛的自然
风光很美丽，有着发展婚纱摄影产业的沃
土，于是就来到青岛工作、居住了一段时间，
那段时光很快乐，也很有收获，一直待到
2012年。”廉德华坦言，在青岛10年的岁月，
也让他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有44年“藏龄”的老报人廉德华想在青岛办报展讲述青岛解放史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这些发黄的新中国成立前的解放区报纸，静静地躺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廉德华的家里。44年“藏龄”的廉德华，不仅爱好报刊收藏，对红色
革命历史也十分感兴趣。20世纪90年代，爱好收藏的廉德华陆续收藏了600多份1946年至1950
年的老报纸。其中，有20余份老报纸记录了有关青岛解放的那段历史。近日，廉德华拨打青岛早
报热线，希望能够通过青岛早报的平台，展示这些珍贵的报纸，并将红色文化传承下去。近日，记
者走近廉德华，倾听一位老报人对文化的尊敬与传承。

记者：您很快就退休
了，退休以后还会继续收
藏老报纸吗？

廉德华：收藏海报、收
藏老报纸是我的爱好，一
张看似简单的海报或者报
纸 ，都 承 载 着 不 同 的 意
义。退休之后，我其实能
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它
们、收藏它们，深入研究它
们。所以未来，我还会继
续坚持下去，坚持我的这
个爱好。

记者：您收藏了这么
多藏品，家人是否支持？

廉德华：起初家人肯
定是不支持的，因为收藏
的花销确实很大。后来看
到我一直如此热爱收藏，
家人便默许了。平日里，
我也有专门的仓库和房
间来存放这些海报、报纸
等。我不会强迫家人和我
一样喜欢收藏，我也不会
影响到家人，完全把它当
成我的专属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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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报纸会
一直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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