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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调动，王茂斌在孝义市里安了

家。后来，小房子换成大房子，他特意腾出来

一间房作为“报库”。10 平方米的小屋被安

排得满满当当：两面墙并排立着齐房顶高的

报柜，装报纸的大号文件夹层层叠叠地摆在

上面，每一本都被撑得鼓鼓囊囊；还有一些没

来得及入册的报纸，对折着码成摞、堆成垛。

这间“报库”便是他的“人世间”，退休后

的王茂斌把大部分的时间泡在自家“报库”，

一杯清茶，数叠报纸，就能度过美好的一天。

由当初的随意积攒报纸，到现在着力打

造精品工程，王茂斌的集报事业取得了突

破。“按内容集‘专题’，把国家发展成就作为

集报主题来考虑，还有只要和孝义有关的报

纸，我都尽量收集。”说着，王茂斌起身走到藏

报柜，拿出一摞摞泛黄陈旧的报纸，放到桌子

上翻开给我们看。

“这是我众多藏品中记载孝义新闻年代

最久远的一张，距今已有 98 年了。”十多年

前，王茂斌从北京的一位报友手里辗转购得

一张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 年）六月十三日

出版的《小学教育》。该报由山西省教育厅编

辑处发行，第四版刊有《孝义第一高小学校》

一文，是针对孝义小学教育的正面宣传。

其实，王茂斌最关注的还是在孝义曾经

发生的三次战役，红军东征、汾孝战役和晋中

战役，这三次战役对孝义影响很大，所以几十

年来一直在寻找，收集。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十日《大公报》，

第四版刊文：晋西日来无战事，正是报道红军

东征相关内容的，文章中有“传毛泽东在孝义附近指挥”，尽

管只是片言只语，但是足以佐证这一段历史。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日《晋绥日报》刊文：晋中我

军胜利反击，1946年 9月 3日解放孝义重镇兑九峪。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西满日报》刊文：晋

中我军解放孝义城，歼阎伪军一千六百余人。这是孝义第

一次解放。

……

“这些报纸大部分为当时解放区出版的党报，它原汁原

味地记录了孝义在当时的部分重要历史，相信对研究孝义

党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现在，王茂斌对这些报

纸如数家珍，每一张老报纸的内容，他都能为我们进行全面

的解读。

1985年 7月 26日，《光明日报》，《九十四岁的侯右诚同

十四位老人集资办学》；1991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像

雷锋那样做人，像焦裕禄那样做官——记沈阳军区某炮兵

团参谋长苏宁》；1992 年 3 月 7 日，《山西日报》，《一个老新

闻 工 作 者 的 情 怀 —— 马 明 为 革 命 烈 士 树 碑 立 传 的 故

事》……一段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一篇篇时代变迁的报道，

聊起集报，王茂斌激情澎湃。

他告诉记者，不光是老报纸，现在每天发行的新报纸也

是他收集的重点，尤其每逢重大活动、纪念日，他都会收集

全国各地的报纸，作为历史的见证。王茂斌说，别看报纸只

是薄薄的几张纸，其实它是“活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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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

苦于自己能力有限，家中地方不够大，纸质的藏品也容易受

潮、变黄，导致很多老报纸无法一一展出，实属遗憾。

“束之高阁，无法发挥这些重要史料的价值。”提起多年前

深埋在脑海中的一个梦想，王茂斌说，希望能办个红色报纸博

物馆，永久性、公益性地向世人展览自己收藏的老报纸。日

前，他积极奔走，希望红色报纸博物馆跟广大市民尽快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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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报集到一定数量，就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集报质量上，收集有价值的历史报、珍稀报，向纵深、专题、历史延伸三个方面发展。”就在前不久，王茂斌结束了
2024年杭州·江南集报论坛之行，回到孝义。此次论坛内容之丰富，更胜往届，也让王茂斌收获满满，他说，未来一段时间，会在自己的收藏专题上朝着专家的方向

“修炼”。
家住孝义市的王茂斌今年54岁，40年“痴”一事，一直坚持用集报、研报、用报的特殊方式，记录祖国发展，传承中国精神。“泛舟报海，其乐融融，文字里看岁月

变迁，满足了个人爱好，增添了生活乐趣，还能为城市的历史‘存档’，一举多得。”王茂斌说着，满脸惬意，似乎这就是集报赋予他最丰富的馈赠。

芦北村位于孝义市郊，是一个有文化底蕴

的村落。1968 年 4 月，王茂斌在这里出生。之

后，上学、工作、成家，二十多年未曾离开。后来

因工作调动，他在孝义市里安了家，但人依然常

往村里跑。老宅，不仅是他人生的根，也是他集

报的根。“你肯定想不到，我第一次办报展就是

在这儿的老宅里呢。”王茂斌脸上露出会心的笑

容。

时间回溯到 1992 年初。王茂斌的女儿出

生，爱人每天足不出户，除了看孩子以外，百无聊

赖。“当时农村生活很单调。除了电视没别的娱

乐，电视也只能到晚上看个中央台、山西台。我

就想，看看报纸也算一种文化娱乐吧。”于是，王

茂斌把自己收藏的报纸一股脑儿搬出来，一阵忙

碌后，760多种报纸露出报头，一种挨一种，一列

排一列，把地上铺得满满当当，就连床上、桌子上

也都给铺满了。“家里成了报纸的海洋，蔚为壮

观，而我与爱人就像检阅三军的首长，欣喜不已，

看了许久，也舍不得收起。”

说起看书读报，王茂斌打小就“情有独钟”。

“那时候农村没什么读物，能见到的烟标、糖纸和

邮票，上面图案好看，有文化味，我就经常积攒这

些东西。上初中后，父亲给我订了一些报纸，这

一下，我像是得了宝贝。”

到了初二，王茂斌就拿出自己攒下的压岁

钱，订阅了新创刊的《中学生学习报》和《作文周

刊》。“初中三年中，每期报纸一到，我就迫不及待

捧在手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完的报纸舍不得

扔，像积攒烟标、糖纸一样，一期期攒了起来。”

在王茂斌看来，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集报，

只是发现自己对报纸真的是“情有独钟”，难以割

舍，一心只想学习。

1986 年，王茂斌参加工作，在乡邮电支局

当投递员，接触到许多之前不曾见过的报刊，

这让他大开眼界，再加之，工作以后，读报学习

的 机 会 多 了 ，王 茂 斌 不 仅 学 到 了 许 多 集 报 知

识，还发现全国竟有不少集报爱好者。“我要想

收集全国所有报纸，找各地集报人交流就可以

了。”

通过联系报友交流、走南闯北寻，王茂斌集

报的种类和数量迅速上升，1991年底，报纸品种

已达一千多种。王茂斌把它们视若宝贝，珍藏在

家中的老式皮箱里，这也就有了女儿出生为妻子

办报展的轶事。

每一份报纸都见证了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

每一份报纸也都承载着一份真情。收藏之余，王

茂斌还将个人爱好向社会拓展延伸，把报纸文

化、集报精神、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报纸展示的形

式加以弘扬。

“起初收集报纸的初衷也只想自己学习、增长

知识。”随着王茂斌的集报之路越走越宽，他加入

山西集报协会，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交换了

很多珍贵的报纸，也更坚定自己的这份爱好。

他的集报数量从 1991年底 1000多种到 1995
年底突破“万种”大关，再到 2010 年收藏古今中

外报纸已达 20000余种，十余万份。

收集报纸、欣赏报纸、阅读报纸……一有时

间，王茂斌就喜欢翻阅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宝

贝”，并按照专题将它们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我

的专题有点杂，主要分党报、晚报、中国字头报、

重大事件报，以及清末、民国早期报等，总体上看

还属于全集型。”

光绪年间《京报》、辛亥革命时期《光复报》、

抗战初期《救亡日报》《晋豫日报》、解放战争时期

《华北军大》《胜利报》……翻看王茂斌集藏的报

纸，犹如翻开一部近百年的历史：民国建立、抗战

胜利、共和国诞生一直到建党百年等。

为了让更多人分享老报纸的价值，了解集报

活动，学习报纸内容，从 2004 年开始，王茂斌便

四处联系办报展。

直到 2011 年，王茂斌接到了孝义收藏协会

会长的电话，“你能不能收集一下关于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类的报纸，在纪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

时，争取办一个展览。”

“我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创意非常好。”王茂斌

说，那时他收集报纸已经有 30个年头，这是他第

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报纸展览，整理工作比较庞

大，最终花了半个月时间，精挑细选整理出了 100
余份的老报纸。

之后，王茂斌又参加了 2014 年山西集报成

果展、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图片展”、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主题图片展”、2023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4周年报纸展”。办报展、写感悟，王茂斌说报纸

给他带来很多改变，而他的集报成果多次参展，

获得了好评无数。“大家都特别感兴趣，这就是集

报的价值。”

现在，王茂斌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党史专

家，每次报纸展出，他总是站在每一张报纸前为

大家一一讲解每份报纸的内容、意义等，乐此不

疲。

目前，王茂斌收集报纸 30000 余种、10 万余

份，时间跨度 100余年。这些老报纸像是一座跨

越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的有形博物馆，稍加整理

和编辑便可以通过展览的形式再现一段过往的

故事。

“普通的报纸展览有它的局限性，时间短，受

众群体小，如何让这些尘封的历史活化再现？发

挥更大的价值？”王茂斌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

他。最终在 2012 年，他萌生了创办藏报馆的想

法，用展览的方式留住报纸记录的历史，讲述历

史上的故事。

尽管怀有一腔热血，筹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也让王茂斌不得不陷入思考，“首先场地就是个

大问题，思来想去觉得村里有地方，建一个报纸

博物馆，既可以给自己几十年收藏的报纸安个

家，还可以常年开展报纸展览活动，让更多的人

参观、欣赏、学习。”

收集报纸的这 40 余年，资金投入经常让王

茂斌捉襟见肘。“不少工资都花在了收藏上，现在

每个月光订报就要几百元，一些珍贵的老报纸，

价格就会更高。”所以，当他提出要筹建藏报馆的

时候，妻子并不同意，为此二人还发生过争执，

“但是架不住我软磨硬泡做思想工作，最终爱人

还是很支持我的想法。”

2012年，王茂斌的家庭藏报馆正式开馆，建

在 老 宅 院 ，占 地 150 平 方 米 ，总 共 花 费 十 余 万

元。“没有身边人的支持，就没有现在的收藏量，

更不会在农村出现这么个‘稀罕物’。”王茂斌风

趣地说道。

正如他所说，没有城市里的“高大上”，对农

村而言，博物馆更像是个“稀罕物”。藏报馆建好

后，引来了村民的围观，也引来了不少质疑声，

“咱们村里地处穷乡僻壤，有谁来看啊？”“弄这么

一个博物馆能赚钱？”

每每听到这样的言语，王茂斌总能一笑而

过，“现在人们对集报活动，对党史的了解和学习

还远远不够，正因如此，我才要把藏报馆一直办

下去。这也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步 入 王 茂 斌 的 藏 报 馆 ，有 种 走 进 深 沉 历

史 的 岁 月 感 ，墙 壁 上 展 示 着 经 过 装 裱 的 老 报

纸，桌子上摆放着加装封皮的老报纸，报架上

放着按时间、分门类整理好的老报纸，还有藏

报 柜 里 堆 放 着 尚 未 来 得 及 整 理 归 类 的 老 报

纸。

这些老报纸的颜色大多已经泛黄，其中还

有页面残损的，可王茂斌却视若珍宝。藏报馆

建好后，王茂斌陆续邀请了一些朋友、同事参观

指导，还有一些市民慕名而来，“虽然这些年访

客不多，但哪怕只有一个人来，我也会认真讲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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