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刊号是杂志发行的第一期，是一份杂志诞生的见证。在很多人看来，杂志在看完后就没什么
用了，唯在收藏家眼中它们是弥足珍贵的。而杂志创刊号，就像初生的婴儿，显露出一本杂志未成熟
前最原始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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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号 故纸留香余味长

之收藏家系列

收藏者：冯建忠

收藏品：创刊号

藏品数量：25000多件，建国前3000多件

带回家的特产是一麻袋杂志
1979年，20岁的冯建忠从上海远赴广东空军某师担任地

勤、飞机检修工作。冯建忠回忆，当时家里有两个姐姐，条件还不

错，因而他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精神食粮”。他买的第一本杂志是

1979年创刊的《青年一代》，1980年又买了《八小时以外》的创刊

号。“姐姐也会给我寄些来，到1980年我已经有两百多本杂志。后

来当了班长，新兵一看到我有这么多杂志都抢着要看。”

为新兵们整理杂志时，冯建忠才意外地发现自己竟已有了15

本创刊号。改革开放第二年，一年就创刊了几百上千种期刊，一些

创刊号极其精炼的发刊词，激起了他收藏的欲望。冯建忠喜欢上了

收藏创刊号。冯建忠当时收集创刊号还参照了集邮。“邮票为什么

可以增值？是因为有编号。”冯建忠分析道，“后来我一研究发现杂

志也有编号，叫做邮发代号，比如2是北京刊物，4是上海刊物。我觉

得把它们找齐是很有意义的。”

在部队时，冯建忠一个月只有六块钱的工资，除去生活用品

外，剩下的钱全用来买杂志了。宠他的父母和姐姐从上海寄来的大

白兔奶糖、凤凰牌香烟，也被冯建忠当成物资，拿出去和战友们交

换杂志。“过去从来也不关心战友床边有什么杂志，对创刊号感兴

趣后，我就开始留意战友的枕头边上有没有我不知道的、或是他们

家乡的杂志。如果不是创刊号，我会托他们帮我从家里邮寄创刊号

过来。”这样，到1983年复员的时候，冯建忠手里已有两百多本创刊

号杂志。

冯建忠当兵的地方在广东，人家从广东回去带的都是地方特

产，他却背了满满一个麻袋的杂志回去。“广东那时候的水果糖和

香蕉很有名。楼下人家的孩子一看我从广东当兵回来，提着个麻

袋，以为是吃的，硬要我打开。打开一看是两百多本杂

志，他还很失望，我当时也觉得很难为情。”回忆起年

轻时的经历，冯建忠笑了出来，“当时那几个小孩就说

‘大哥哥当兵当傻掉了’。”那两百多本创刊号如今被

冯建忠放在了床底，至今保存完好。

盼、跑、找，是收藏的“别别窍”
1990年，冯建忠在上海办了首个创刊号展览，非

常轰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新民晚报都进行了报

道。这次出名后冯建忠开始收集一些有价值、珍贵、稀

少的创刊号，比如解放前的期刊。“现在建国前的创

刊号我有三千多种，只要你说得上来的我都有。”他

不无自豪地说，“1915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的创

刊号《青年杂志》，1905年孙中山主编《民报》的创刊

号，1925年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的创刊号，应有

尽有。解放后的也有近两万多种，我在外面还借了仓

库，家里有两个屋子堆的都是创刊号。”

“创刊号对我最大的吸引，在于它们是研究中国

新闻史、报刊史的第一手资料。”创刊号比起普通杂志

有许多特别之处。如，创办人常常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在创办首期杂志上，因而杂志中的文章多是精挑细选

后的精华。再者，在创刊号上，也常可以欣赏到名人的

笔墨，包括刊名题词和大家书法。

但收集时间久远的创刊号，着实非易事。无论

哪个时代的杂志，人们总是看完就扔，留下来的少

之又少。“收藏难度很大，我和那些盼着藏品增值的

收藏家不一样，我的收藏以后可以作为一种载体，可

以做论文。”这也是冯建忠乐此不疲的原因，他奉行

收、藏、研究、捐赠，而他也认为捐赠是民间收藏家的

最高层次。

后来，办的展览多了，名气也大了，冯建忠被封为

创刊号大王。“我觉得既然是创刊号大王就一定要做

得名副其实，我立志一定要收集到珍贵的、鲜为人知

的创刊号。”从此以后，冯建忠便不惜代价地开始收

集。盼、跑、找是他总结出的三种方式。盼、就是盼杂

志创刊，一有新的杂志就买下来；跑，就是跑古玩市

场，因为自己是浦东人，所以经常要起早摸黑过江去

聚奇城、藏宝楼这些古玩市场；找，就是跑遍全国各

地区寻找珍稀创刊号。作为回报，他找到了很多珍稀

件，包括鲁迅、矛盾、巴金、邹韬奋等名人创办的杂志

的创刊号。

把收藏进行到底
“过去家人不太支持我的爱好。他们认为我家里

条件不错，工作也不错，房子也有，一直不结婚不像样

子。”说到这里，冯建忠也是一脸的无奈，“钱没到我手

里就已经是别人的了。每次发工资前，钱还没拿到，旧

杂志商就已经把东西送过来了。他们知道我肯定会要

的，钱下次给就行了。”

因为收藏创刊号这点爱好，冯建忠还和两任女

朋友都分了手。年轻时，冯建忠谈了一个女朋友，他

和女朋友约好了乘公交车去宁海路国际电影院看电

影。“那时候马路边上有很多“背包客”，杂志从里面

拿出来就可以卖。”年轻的冯建忠一看到书摊就很兴

奋，便和女朋友说想去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杂

志，如果没有的话就马上回电影院。女朋友同意了。但

冯建忠在“背包客”翻上了瘾，忘记了时间，直到他

终于找到了一本自己想要的《红旗》杂志，才想起女

朋友还在电影院门口等着。等他心急火燎地赶回电

影院，电影早已散场，女朋友也火冒三丈，甩下一句

“你以后就和创刊号去过吧，这个和捡破烂没什么区

别”转身就走了。

“后来又谈了一个，当时的感情很好。”冯建忠

说，“我当时也积蓄了一万块钱打算十月一日结婚，到

了五六月份家具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广西北

路有一个张老先生写信给他，说有一百多本解放前的

创刊号，想要的话就过去看看。见面一看，冯建忠就喜

欢上了这批宝藏。

冯建忠小心翼翼地取出自己的“宝贝”家里收着许多有价值的创刊号，冯建忠都精心用塑料膜包好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