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就是河南最早的日报《开封简
报》。”见到记者，郑先生首先拿出一张像8
开纸大小的泛黄小报，这份报纸纸张虽已
发脆，但墨印还很清晰，报头是“开封简
报”，报头的右上方写着“大清邮政特准挂
号”，右下方写着“本报设于学务公所图书
科内”；报头左下方写着“中历宣统三年正
月十一、西历一千九百零十一年二月九号”
和“本报月售铜元三十枚，寄外每份邮费铜
元五枚”。报纸的行文是竖排，自右至左，
每段文字的上方都写着“谕旨”、“要闻”、

“本省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院
辕钞”、“藩辕钞”、“告”、“白”等字样，字句
间没有标点。

郑先生介绍这些栏目所代表的意思，
“谕旨”类似后来的红头文件；“院辕钞”报
道省级官员任上动态；“各国新闻”概述了
我国与俄、德等国的外交事件；“告”“白”部
分最有意思，除了知会群众的信息，还有五
花八门的广告。

问到这份报纸现在能值多少钱，郑先
生说：“目前我省保存的还有两份，在郑州
古玩城单份要价1200元。”

据了解，《开封简报》于光绪三十二年
七月由河南学务公所在开封创办，采用油
光纸单面铅印，其形式已和现代新闻报
纸相差无几，之后改名《中州日报》。这
份报纸对研究河南当时的社会、政治、
经济状况很有帮助。

郑先生还拿出了几张单页，长 13 厘
米、宽10厘米，他特意介绍说：“这叫‘宫门
钞’，可谓是现在晚报的雏形了，因为有些
重要新闻会在第二天刊发，所以前一天散
朝的时候，重要的事情都会写在这个上面
从宫里传到重臣要员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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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记者昨日慕名来到郑州民间报纸收藏家郑先生的收藏室，
这里的每件藏品都见证了我省新闻历史，有我省的最早的日报

《开封简报》，见证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河南白话演说报》、
义和团的海报、清末民初的花边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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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生收藏的《河南白话演说
报》，它的内容更接近于今天的都市
报，报纸的年代是光绪年间的，因为
当时正在推行宪政，该报的后一部分
还印有河南省的地图，当时的郑州仅
辖两县。在《河南白话演说报》上，版
序、报头相当清晰，版块包括“圣论广
训直解”、“演说”、“实业农务”、“各省
新闻”、“国外新闻”、“杂录”等，对皇
帝圣旨的解读、配发的社论、民生新
闻一应俱全。其中一则新闻的标题
为《劝告小姊妹们捐助江北水灾》，当

时的报人已经知道利用报纸的宣传
功能了。

郑先生介绍说：“《开封简报》有点
像现在的时政类报纸，大都是官方新
闻，不适合更多普通百姓阅览，为推行
清末新政，清政府就让河南巡抚创办
《河南白话演说报》，一月出6册，发往
各州县，其他省也有类似的报纸。”

除了官办报纸，清朝末期又出现
了市井集市流传的花边小报，一份名
为《花天日报》的小报头版全是某照相
馆的广告，可谓商业意识浓郁。

郑先生收藏的报纸有 200 多种，
在其藏品中有一份义和团的海报，记
者仔细辨认，上面写着：“各团诸位师
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
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
即可告成……”

郑先生还收藏有清朝报纸发行员
的褡裢儿，衣服上前后都有兜，由白色
粗棉线织成，长约90厘米，宽约14.5厘
米，褡裢儿上写着“辛未年置”，上面还

有显示其负责发送报纸区域的字样。
郑先生在我市一家银行工作，收

藏报纸已有七八年了，“我现在的目标
是把整个清朝时期的报纸都收藏一
份。”除了《开封简报》，郑先生收藏的
最早的报纸是明朝崇祯十七年2月29
日的一份《邸报》，内容为当时明朝官
军和李自成义军作战的事儿。这份
邸报为手写，为明朝朝廷文件特有的
文体，当时的邸报内容均为朝廷动
态，供官员看，目前存世的明朝邸报
非常罕见。

“中国最早的报纸在唐朝，唐僖宗
光启三年（公元 887年），1900年在敦
煌莫高窟被发现，是我国现存的最古
老的报纸，也是世界现存的古老的报
纸。”谈及中国报纸的历史，郑先生如
数家珍。

清朝报纸发行员穿啥衣服？
统一着装“褡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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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最早的日报《开封简报》

共话河南新闻史“第一次”系列

当天报纸上登了这几则广告：当天报纸上登了这几则广告：西大街义成洋货庄西大街义成洋货庄
广告、中华圣公会高等小学堂招生广告、广告、中华圣公会高等小学堂招生广告、昇平电光影昇平电光影
戏公司广告。戏公司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