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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从诞生到今天走过了漫长的历
史。每一份报纸都见证着一段难忘的岁月，
每一份报纸也都承载着一份真情。在高邮
镇奎楼社区，住着这样一位老人，他出生在
战乱年代，饱尝过人间疾苦，却拥有一颗火
热的心。老人自幼喜爱阅读报纸，并在退休
后正式开始收藏报纸，至今已有30余年，收
藏了万余份各种各样的报纸。这位老人就
是93岁的陈源深。近日，记者来到陈源深
家中，听他讲述自己的集报故事。

自幼爱好收藏 退休后迷恋上集报

陈源深家堂屋旁边有一处十几平方米
的小屋子，里面堆满了他收藏的报纸。墙
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求知 交友 奉
献”六个大字。“我自幼爱好收藏，但是退休
后才有时间正式收藏报纸，这一收藏就迷
上了。”看着一屋子的老报纸，陈源深满眼
都是欢喜。

1930年6月，陈源深出生于江都樊川
镇，自幼家贫，只读过短期的私塾，但是从
小就喜爱学习的他对文字充满了兴趣。
1945年起，陈源深来到高邮做起了小生
意，同时积极学习理论知识，参与工会活
动，并担任过基层工会主席。1957年，陈
源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省行政干校、北
京财政金融干校等学校参加学习。

1990年，陈源深退休后报名参加市老

年大学书法班学习书法。为了提高对书法
的认知，有人建议他多看一些报纸报头，因
为许多报头本身就是书法精粹，而且题写
报头的多为著名人物，书法水平很高。久
而久之，陈源深就有意识地把许多报纸收
藏起来，成为自己的第一批藏品。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新华日报》上
得知苏州有一些喜欢集报的人每月组织

“集报角”活动，就通过上面的地址写信过
去，与苏州的几位同好取得了联系。在他
们的带动下，陈源深逐渐与全国的报友建
立了联系，经常通过书信来往，互通有无。
慢慢地，陈源深手中的报纸品种越来越多，
收藏的品位也越来越高。后来，他开始尝
试撰写一些收藏心得，一些文章还在国家
级报纸和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会刊上发
表。

渐渐地，陈源深发现自己的生活越来
越离不开报纸，自己也越来越痴迷于收
藏。他说，集报不仅让他眼界大开，更令他
受益匪浅。

一份报纸一份情 真情自在藏报中

从1990年退休至今，陈源深集报已有
30余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他已收藏万
余份各类报纸。他的藏品有各类党报、晚
报、校报、历年国庆报以及其它各种系列专
题报纸，不少藏品十分珍贵。其中包括建

国前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东北日报》
等诸多珍品，内容广泛，史料知识丰富。如
今，陈源深已是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会
员，同时也是我市唯一荣获“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的集报达人。

报纸收藏的道路是极不平坦而且漫长
的，有时甚至是艰辛而又曲折的，这些陈源
深都经历过、体验过。“我今年93岁了，但
是对于集报我还是位‘新人’。”采访中，陈
源深谦虚地说。“一份报纸一份情，真情自
在藏报中。”陈源深告诉记者，他结交的全
国各地的报友上百名，除了偶尔电话联系，
更多的还是通信交流。看到一份自己心仪
的报纸，就会日思夜想，苦苦寻求，有时甚
至是吃饭不香、睡觉失眠，千方百计要去收
集。经过一番努力，陈源深在报纸收藏方
面渐渐有了很大的收获。

1999年1月，陈源深会同高邮集报界
知名人士戎同、秦长松等联合举办了第一
次集报展览，共展示了数百份各类精美报
纸藏品，引起了较大的轰动。2019年，为
精心筹备自己90岁生日，陈源深在戎同、
朱军华、陈长龙、焦成钢等书报刊收藏界好
友的支持帮助下，举办了中国生肖报展
览。那是一次内容独特的中华生肖报纸的
大汇聚，较好地宣传了中华生肖文化，得到
了许多市民的夸赞。此次展览的消息在
《中国集报信息》头版头条报道。

陈源深坦言，在众多报纸中，他觉得最
有意义的藏品当属从1949年10月1日到
2018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国庆报头
版珍藏。“作为一名老党员，国庆是最值得
纪念的日子，所以这个专题报纸我一直收
藏着。”陈源深深情地说。

积极发挥余热 收藏人生不言老

2019年1月，我市成立了收藏家协会
书报刊委员会。该组织把单项的集报与藏
书、藏刊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群众基础较广
的收藏分会，陈源深受聘担任顾问。“尽管
我已逾90岁，但我收藏报纸之心永不老，
我将努力为发展和壮大高邮的集报队伍发
挥余热！”陈源深信心满满地说。

2021年“七一”期间，一位外地报友赠
送给陈源深一份报纸特刊，该特刊双面彩
色，可以折叠，全部展开后宽54.5厘米，长
达156厘米，相当于对开报纸的八个版面，
极富收藏价值。据介绍，该特刊是由十多
家各地集报民刊联合出版。这份“奋斗百
年路、启航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红色报刊精品展特刊通过藏

品回顾党史，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陈源
深跟那位报友多要了一些，送给他人一起
分享、收藏。

《高邮日报》自复刊以来出版过两次
“号外”，分别为高邮创成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高邮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而出刊。
为了及时与各地报友分享，陈源深自费将
其邮寄给各地的新老报友。

谈及集报的好处，陈源深脱口而出“修
身养性”。他说，集报可以让人把注意力完
全集中到这件事上，甚至在吃饭、睡觉的时
候都会想到；当找到费尽心思寻觅的藏品
时，又会有发自内心的喜悦，让人老有所
依、老有所乐。陈源深曾在《中国老年报》
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老人集报七个有
利》：“集报有利于健康，有利于广泛交友，
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有利于发挥余热，有
利于吸收新知识，有利于营造家庭文化氛
围，有利于文博事业。”文章的结尾处，陈源
深希望有更多的老年人加入到集报行列。

平日里，陈源深对于报纸收藏爱好者
十分关心。他曾将一名集报爱好者引荐到
中国报协集报分会，并表示愿意在有生之
年帮助其承担会费。

生命不息，集报不止。在陈源深的影
响下，不仅是老年人，还有不少年轻人也参
与到报纸收藏中来。陈源深希望市收藏家
协会书报刊委员会多多发展会员，他将提
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与大家一起为宣传高
邮、宣传集报做些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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