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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只有一万块钱，他就问我还有什么值

钱的东西吗？我说我集邮，他接受了，不过那也只抵

掉一千多块钱。于是我说还有钱币，他说那也抵不

了一两千块钱的。我说那我还有签名本，签名本在

当时是很值钱的。我认为创刊号比签名本值钱，就

和他换了。”因为这件是败家的事，冯建忠再次和女

朋友分手了。

后来，冯建忠渐渐认识到真正有收藏价值的

并非签名本而是名人手稿，他便开始收藏名人手

稿。上海著名作家王安忆的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

队长》也是冯建忠众多藏品之一。当王安忆得知他

的早期手稿在冯建忠手里时并不相信，当冯建忠告

诉王安忆，“你当时的题目是‘谁当选’，‘谁是未来

的中队长’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王安忆才惊讶地

相信了。“我的成功靠的是悟性和超前的意识而不

是靠钱去堆。”这是冯建忠对自己的评价。

收藏多年，冯建忠最为钟爱的藏品是《新青

年》的创刊号。这本杂志过去叫做《青年杂志》。这

本杂志的创办人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五四”新

思想的导师之一的陈独秀。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

海准备办一份有影响的杂志，1915年9月15日便创

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基督教上海青年会写信

给他表示杂志有重名，他便将杂志名改成了《新青

年》。在冯建忠收藏的创刊号上，《新青年》还是

保留着《青年杂志》这个名字，就像一个婴儿露出

人类最原始的模样。“这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杂

志。”交谈间冯建忠流露出对自己藏品的热情，“还

有一份是《民报》，这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

本创办了同名的机关刊物，关键是孙中山为《民

报》撰写了发刊词，主题是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

主义，这是三民主义首次从口号变成印刷体，在发

刊词中详细描述。它是国家一级文物。”

冯建忠的创刊号展览从1990年到现在一直在办，“我一直呼吁，杂志

的发源地是上海，如果上海能够办一个中国期刊博物馆的话，可以成为

一个文化的两点，形成南北呼应。民间收藏家需要一个平台来展示自己的

藏品。”

下期预告：

在上海，活跃着一批艺术家。他们有的生活在上海，有的家在上海，有的只是路过。但他们以其艺术的方式

与上海这座城市做着交集。下一期，我们将走近陶艺家，饶波，听听他的艺术故事。

冯建忠以木板柔和的色调衬泛黄的创刊号，向记者展示藏品

1.孙中山为《民报》撰写了发刊词，主题是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

主义，这是三民主义首次从口号变成印刷体。

2.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创刊号 —《青年杂志》。

3.创刊号的编辑用心设计展现出文字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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