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让报纸在家“睡大觉”

“我不是报纸保管员，不能让这些报纸在家‘睡大觉’。”这是李铁光对报
纸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在他看来，报纸是美好的回忆，更是历史
的见证，每一份报纸都要让它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从 1990年首次举办北京市个人藏报展到现在，李铁光先后举办了百余
次藏报展览，带着他的报纸奔波于北京、上海、西安、常州等各大城市。2003
年，他的家庭藏报馆首次对外开放，凡是对报纸感兴趣的都可以去李老家里
一览集报风采，触摸厚重历史。

这几年，李铁光的家里迎来了很多丰台区的小朋友们，李老很喜欢孩
子，爱让孩子们称他“姥爷”。“每次有孩子过来，我都会把那些有意思的异型
报摆出来，拿着我的自制教具给孩子们上课。大家对火柴报、扑克报、金属
报、航天类报纸非常感兴趣，叽叽喳喳问个不停。我就以报纸为切口，为他
们普及报刊知识，讲述动人的历史。”李铁光说，报纸放那没用，要想尽办法
让它变成“活”教材，串起历史脉络。如今李老的家里不仅是藏报馆，还是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丰台区的航天航空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每当《丰台时报》有重
大航天类新闻时，我都会收藏起来。”李铁光说，未来想办个航
天主题报展，他来当义务讲解员。“我虽然77岁了，但要去
讲报纸、讲国家发展，有的是精力！”采访结束时，李
老说出了自己的心愿，他希望这十万多份报纸能
继续为老百姓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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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报大王集报大王李铁光家里有个李铁光家里有个报山报山

本报讯（记者 张怡飒 姜灏 赵自谦）“《丰台时报》每周3
期，对开8版，正反面印刷，报头为红色……”在“集报大王”李
铁光的家里，77岁的李老一边向记者展示他记录的《丰台时
报》“报目”，一边分享藏报感悟。在这本发黄的“报目”册里，
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收藏的三万多种报纸，报名、报型、开张等
信息一目了然。集报六十余载，“集报大王”李铁光的故事被
各大媒体报道，在全国举办报展一百多次。但要看最令人震
撼的集报场景，还要去李老的家庭藏报馆一探究竟。

报纸和“老伴儿”一样重要

李铁光是北京人民机器总厂的退休工人，两年前，他和老伴儿从东城区
搬到了太平桥街道天伦北里小区，成为丰台邻居。“没搬进来之前，我们就开
始对房间进行规划了，要腾出个屋子专门做收藏，多置点文件柜。”李铁光回
忆道。

于是，约 8平方米的卧室被李老改成了一间藏报室。在这方小天地里，
十万多份报纸顶着天花板摞着，如同一座“报山”，整个房间只够一人侧身通
过。震撼的是，这些报纸整整齐齐地排布，航空航天类、神舟探月类、国庆节
类、号外、春节类、生日报、体育报、冬奥会报……李老用自己的分类方式将
这些报纸归类，并清晰地贴上便签，方便随时查找。

在家里其他各个角落，也到处都是集报相关元素。他还收集各类报纸
的报头，并将它们用相框裱起来。“这个像水车造型的相框是我从潘家园旧
货市场淘的，用来裱报头刚刚好。”李铁光说，收藏报纸是爱好，更是一门学
问，怎么分类才能更好查找，如何贮藏才能延缓纸质老化，甚至怎么能够从
报纸里找到有趣的元素进行二次收藏，是李铁光每天要研究的问题。每当
发现一个新型收藏方式，他就会立刻投入行动，把报纸收藏玩出花样。

李铁光收集的第一份报纸，是他上学时学校发的《少年报》，那时他还
不到 10岁。全班只有这一份报纸，大家传着阅读，看完后他就把报纸收了
起来，他与报纸的缘分就这样连在了一起。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17岁的李铁光看到人民日报的汽车在发放号外，他一路追着汽车
跑，到了东四才“抢到”一份珍贵的号外。得到一份珍贵的报纸，能让他高
兴好几天。

1971年李铁光结婚时，小小的屋子堆满了报纸，新媳妇毛淑英打趣道：
“人家结婚送衣裳，你倒好，送我一屋报纸。”李铁光憨笑道：“谁让我喜欢呢，
你不也是因为喜欢我咱俩才走到一起的。你，我不能缺；报纸我也不能缺。”
几十年来，毛淑英也一直在用行动支持着老伴儿，帮他收藏、整理、塑封。“报
纸和‘老伴儿’一样重要！”李铁光笑着说。

二百多份异型报大多为当今罕见孤品

在藏报室里，除了人们常见的纸质报，李铁光还有二百多份罕见的异形
报纸。它们或是材质特殊，或是大小特殊，或是版样别出心裁，李铁光统称
它们为异型报。

这些异形报大多为当今孤品，十分珍贵，因此每张报纸都被套上了独立
塑封袋，便于长期保存。异型报中，有用金属、丝绸、棉布制成的报纸，也有
布满凸出圆点的盲文报。有镌刻着时代印记的邮票报、电话卡报，也有承载
着日常生活功能的地图报……记者注意到，在一张标着“火柴老报纸”的版
面上，整齐地排列着三十多张火柴报盒，盒子表面印着各类老报纸，它们是
当时《民报》《神州日报》等的微缩版。

“集了六十多年报纸，也和全国各地的报社打了不少交道，凡是跟我接
触过的人，都知道我是个‘报痴’，他们只要有值得收藏的报纸，就会第一时
间给我寄过来。报纸越集越多，便有了现在的藏报馆。”李铁光说。

在他的影响下，全家人对报纸都有着特殊的感情，让李铁光最为骄傲
的，莫过于他和家人花费两年时间做的 208米“奥运长卷”。“快看，这就是北
京晚报出的奥运号外。”李老和老伴儿小心翼翼地展开 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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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
在一起，组成这个宽 1米、长 208米的“奥运长卷”。李老说，“那时听说晚报
要出号外，每天我都和老伴儿早早地去北京站等着，为确保万无一失，大女
儿和女婿去天安门等，小女儿和女婿去西单等，终于集齐了所有奥运号外。”
奥运会结束后，全家 7口人挤在李老不足 60平方米的家中一起动手拼贴长
卷。像这样的长卷，李老家还有两个，分别是长 60米的“国庆长卷”和 90米
长的“建党90周年”长卷。

在李铁光收藏的所有报纸中，年代最久远的当数“百年老报纸合订
本”。轻轻翻开这册百年老报，报纸最初的颜色已经褪去，泛黄的纸面右侧
写着“申报第三张”几个大字，报纸的纸张也已酸化变
脆，稍有不慎便会撕破。“这册报纸中最早的
是1913年的，距今已经111年了。”李老
抚摸着报纸，感慨地说。

丰台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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