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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福堂显然对自己的成果很得意。
“看这个，这是我觉得最漂亮的一件。”郑福

堂一一拿出自己的收藏品，指着一张名字叫做
《中国觉民录》的期刊类画册说。

记者发现，这些邸报以及期刊类读物几乎跨
越了从康熙年到宣统时期。

“这里有一段关于郑州文庙的记载。”郑福堂

拿着一本册子说。在这份名叫《官书局汇报》的
“邸抄”里，有一段记录里面提到，在清代，文庙曾
被一场大火焚烧，后被某官员斥责地方管理者玩
忽职守，责无旁贷，并要求惩处的事件。

“其实研究古代的报纸就相当于了解历史，
在这些报纸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当时的历史事
件。”郑福堂说。

库存A型、O型血偏少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喊您来献血

□记者 邢进

5 月 26 日上午，“捐血救人，你我
同行”大型无偿献血活动在德亿歌剧
院广场举行，来自江苏隆力奇公司河
南分公司的近百名员工争相登上采血
车。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采血一科科长
刘国英说，虽然目前的库存量基本可
以满足临床需求，但是相对于临床用
量和其他血型存量来说，A、O两种血
型的存量偏少：“希望这两种血型的市
民伸出援手。”

随着仲夏的到来，街头采血量会
逐步减少，下一步中心将多组织集体
献血活动，“集体献血中心每周都有组
织，市民也可拨打电话 63979183 咨
询，就近献血”。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卫生部
颁布的新《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从
7 月 1 日起，既往无献血反应、符合健
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
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而
机采血小板时间间隔从以往的不少于
4周，改为不少于2周。因特殊配型需
要，由医生批准，最短间隔时间可以不
少于1周。

郑州市民郑先生收藏了很多老报纸

清代报纸上有一篇郑州文庙的新闻
记载了文庙焚毁的原因

在银行上班的郑福堂先生是一个收藏
爱好者，他喜欢收集一些旧报纸，比如清代
的“邸报”。

“或许我的收藏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是
在河南我收藏的清代报纸种类应该是最全
面的。”郑福堂这样说。 见习记者 刘涛 文/图

关于收藏
在郑福堂的收藏品中，有各种早

期钱庄的票据、借据等，还有早期各种
银行的存折。除此之外，就是总数量
达240件的老报纸。

“我 6年前开始收藏清代报纸，因
为那时发现，收藏这种报纸比收藏瓷
器、玉器风险要小很多。”郑先生说，因
为受种类和数量的限制，造假的人很
难找到范本，于是市面上赝品很少。

“邸抄”和报纸
郑福堂说，古代的报纸都称作“邸

抄”，又叫“邸报”，最早从 2000多年前
的西汉初期就已经出现。

“邸”就是办事处的意思。每个
“邸”的常驻代表会定期把皇帝的谕
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
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传送给各郡长
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

“古时期的报纸都是一些关于政
治纪要的东西，跟新闻没什么关系。”
郑福堂总结说，“古代的报纸都很贵，
像这种清代的报纸，订一个月都要花
费好几两银子。”

读报纸，学历史

郑福堂说，古代报纸已经很难能收集到了，现在，收
藏报纸可不仅仅是把所有报纸都存下来。

“要从几方面来看。像创刊号，是极具收藏价

值的。另外，一些有重大事件报道的报纸也有可
收藏性。还有一些特色发行的报纸，像晚报 5月
30日的10年改版特刊，也很有收藏价值。”

收藏的心态
郑福堂说，收藏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一直以‘识古不穷，贪古不富’作为自己
收藏事业的座右铭。意思就是说，你了解和
认识这些东西，懂得了正确的投资，那你就不

会很贫穷。而如果你心态不正，贪念太重，最
终可能会一无所有。”郑福堂说。“把收藏当成
是一种生活的情趣。这样，你会很充实，也很
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