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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鹏：今年48岁，

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

在历城区城管局工作。

从年幼时就喜欢读书、

看报，17岁入伍后，因

为工作原因养成收藏

报纸的爱好习惯，迄今

为止已收藏2000余类

报纸近30万份。赵鹏还

是生活日报的金牌读

者，收集了自报纸创刊

以来的全部报纸，20年

真情相伴，曾被报社聘

为评报员。

[
嘉宾：赵鹏

采写：王僖

摄影：王僖 ]

别人退伍带回弹壳 他却搬回三箱报纸
生活日报金牌读者赵鹏30年来独爱藏报并建起私人藏报馆

A 读书看报想爸爸
赵鹏生在一个书香世家，

父亲赵延君曾经是历城县文

化馆的馆长，母亲是小学教

师。可打从记事起，父亲就不

常在身边，因为工作积极的母

亲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农村支援

农村建设，小时候的赵鹏跟着母

亲在农村长大，只在每周末甚至

半个月才能见到一次父亲。

“父亲是个有老文化传统

思想的人，孩子不好好读书是

要被严厉批评的。”赵鹏说，他

印象很深，在为数不多的父亲

陪在身边的童年岁月，他却常

常会因为自己写错一个字，或

者用错一个词被父亲责备。当

时并不太理解，可后来他最感

谢的就是父亲给他的性格塑

成的这种严谨。

小时候的赵鹏最开心的

就是放假时到父亲工作的文

化馆，馆里有各种吹拉弹唱的

活动，虽然很热闹，但他更爱

坐在父亲旁边，跟父亲一起静

静地读书看报。特别是当年父

亲编纂历城县志时，赵鹏坐在

一旁安静地看书，父亲在旁边

认真查资料编书籍，那个画

面，赵鹏说他一辈子都忘不

了。

“小时候孩子们都贪玩，

可我应该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吧，打小就特别能坐得住。”在

赵鹏看来，不在父亲身边的日

子里，这种静静读书看报的时

光，最能感受到和父亲在一起

时的那种轻松与温暖。而他的

藏报情结应该也是从那时缘

起的。

C 30年建起私人藏报馆
从1987年入伍开始养成

藏报的习惯，在近30年的时光

里，赵鹏的藏报越积越多，种

类越来越丰富，小书房放不下

了，往大储藏室堆，大储藏室

满了，那就想办法建个藏报

馆。“这些报纸陪了我二三十

年，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我

也得尽可能给它们一个家。”

2009年，为了让年迈的父

亲母亲能有一个更舒适的晚

年，赵鹏一家搬到了现在住的

房子。赵鹏说，他看了很多房

子，之所以相中现在住的地

方，除了房子够大，能让一家

人住得舒心，还因为他看中了

这儿有个特别大的地下室。

搬家的时候是那年的七

月份，都知道七月的济南特别

热，可赵鹏骑着个三轮车，一

车车地从之前的房子往新家

搬他的藏报，一搬就是十多天。

赵鹏说，当时他本想雇搬家公司

来搬，可人家一看全是报纸怎么

都不给搬，没办法，他就每天整

理好当天要搬的报纸，雇了收废

品的人一箱箱从四层楼上搬下

来，他再一车车拉到新房子，再

一箱箱一摞摞整理后，放到地下

室相应规划好的位置上。

当时搬家时，楼下的新邻

居看着赵鹏每天一车车拉旧

报纸，没一个理解的，“他们都

说，就这旧报纸不都当废品卖

了算了，怎么还和个宝贝似的

这么小心翼翼？”赵鹏还笑着

解释到，这些报纸和自己孩子

没啥两样，谁又会把自己的孩

子扔掉呢？

就这样，赵鹏在这间装满

旧报纸的地下室，建立起以自

己名字命名的私人藏报馆，截

至目前，2000余类报纸近30万
份的收藏量，让他在全国私人

藏报界都小有名气。

媳妇很支持

女儿“吃过醋”

B 退伍搬回三大箱报纸
1985年，国家落实知识分

子回城政策，16岁的赵鹏终于

和母亲以及哥哥姐姐一起回到

城里，一家人团圆了。高中毕业

后，他按照父亲的意思，报名参

军入了伍。“父亲说男孩子就应

该去部队的大熔炉锻炼锻炼，

我打小也对部队充满向往，就

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武警战

士。”

和很多入伍的新兵不同，

打小从书堆中长大的赵鹏，能

写能画有文采，所以很快就被

选为部队的文书、新闻干事，负

责部队里的新闻报道工作。

“那时候部队驻地的广播

喇叭每天中午会播报新闻，而

我的名字隔三差五就会出现，

战友们都很羡慕我。”赵鹏说。

也正是由于在部队里做文

书，每天要整理分发各种报纸，

看过的报纸他一份都舍不得

扔，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报纸上

的新闻都能成为他写文章的素

材。一份、两份……五份、十

份……几百份、上千份……到

了退伍时，他竟然攒了满满三

大箱子报纸。

赵鹏说，现在想起来，他真

的挺“个性”，别的战友退伍时

都会保留些弹壳等纪念物件，

可他却带着满满三大箱子报纸

回了家。

当时，赵鹏的父亲和哥哥

来车站接的他，哥哥对他搬着

三箱报纸退伍很不理解，觉得

又沉又没啥用，那时候也没出

租车，父子三人费了好大劲才

乘公交车把报纸给他倒回家。

不过，父亲却一点抱怨没有，相

反对儿子的这种“傻”劲点头赞

许。

在赵鹏看来，他的这些藏

报真的就是自己的一个精神陪

伴，每天下班后，他做的第一件

事儿，就是带着当天订阅、购买

的所有报纸，来到地下室的藏

报馆，看报、整理。

“整理一两个小时都是很

正常的，因为近期的报纸要是

不及时整理好，就乱了，必须得

分门别类的整好。”赵鹏说，每

次进到藏报馆，就感觉自己像

一条鱼一样，在这浩渺的报海

中遨游，感觉特别自在和惬意，

一般人体会不到这个感觉。“因

为这就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东

西，发自内心的爱好，花费的时

间再长也不会烦。”

有时候，他埋头看报整理

报的时间长了，都会忘了吃饭，

“我爱人常常会下来喊我吃

饭。”

说起爱人和孩子的态度，

赵鹏也是很感动的。“我爱人知

道我喜欢藏报，她非常支持

我。”过去，单位组织的外出活

动比较多，赵鹏的爱人会把每

天的报纸留好、整理好，赵鹏回

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外出这

几天的报纸先浏览一遍。

“有一次我不在家，家里来

了客人，顺手把报纸包裹了东

西拿走，我媳妇就赶紧到报摊

上再买一份，供我收藏，真的特

别感动。”赵鹏说。

而自己的女儿也深知父亲

的爱好。赵鹏的女儿是1997年
出生的，比生活日报创刊晚几

个月。看到父亲特别细致的打

理藏报，特别是珍藏好每一天

的生活日报，赵鹏的女儿常会

对他说，“我重要啊还是报纸重

要？”赵鹏每次都逗女儿说，你

俩都重要，我有两个女儿啊，生

活日报算是你的“姐姐”，你还

和“姐姐”吃醋吗？

搬了几次家，啥都舍得扔，这一摞摞的旧报纸一张都不能少。在地下室建起个人名字命名

的藏报馆，还在老家盖了房子，为的是建更大的民间藏报馆。越来越多的人盯着手机电脑屏

幕，他独爱报纸油墨香，坐在自己的藏报馆中就有说不出的轻松与快乐……这就是生活日报金

牌读者赵鹏的陪伴故事。赵鹏说，他会对藏报不离不弃，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一辈子能有一个

能坚持下来的爱好很难，而这种相守是最好的陪伴。

■记者手记

相守是最好的陪伴

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深深

地被赵鹏的恒心和细致所折

服，在他的藏报馆里，各种类型

的报纸，被非常有秩序地一摞

摞码放好，或者放进纸箱子里，

一箱箱标注好年份。

“像生活日报我就从试刊

号、创刊号到今天一期不落地

整理好，赶上当天有新闻大事

件，我会收集各家的报纸，买好

多份，然后单独制作好标签进

行收藏，我家周边的许多报摊

的摊主都是我的好朋友，一旦

当天有什么重大新闻，他们都

会帮我留着报纸。”赵鹏说，他

还和很多媒体的记者是好朋

友，有的采访过他，有的知道他

是藏报达人，急需查报纸原样

时找到他求过助，有的去国外

采访帮他带回国外的报纸，供

他收藏。

“还有十多年，我就要退休

了，我准备退休以后，把我的这

些藏报建成一个更大的、民间

的、正式的藏报馆，一个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可以定期组织学

生去参观。”赵鹏说。

D

1 9 9 8年6月2 6日，本报推出

“豪华版”禁毒展览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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