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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看报不但增长知识，也丰
富了阅历。”柯亚红说：“我不喜欢
用智能手机，我所获得的信息都是
由书籍、报刊以及电视中了解。”他
表示，每天都会阅读茂名本地的报
刊，晚上则观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内
外大小事。“我虽然是一个普通老百
姓，但我喜欢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国
家政策，这是从年轻便培养下来的
习惯。”

上世纪九十年代，柯亚红回茂
名后开始订阅《解放军报》《参考消
息》《茂名日报》《茂名晚报》等报
刊。他有个习惯喜欢剪报，遇到好
的内容就剪下来收藏，遇到重大事
件，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党的十九大”等，他就将同类
内容的报纸装订成册，还一笔一划
地制作封面。

对 于 家 中 收 藏 的 书 报 ，柯 亚
红表示，将用于村中展览之用，让
年 轻 人 了 解 过 去 的 岁 月 和 历 史 。
他 希 望 尽 自 己 的 一 分 薄 力 ，让 村
民 在 休 息 之 余 能 够 参 观 、了 解 过
去，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养成村
民爱好读书看报的习惯。

将同类内容的报纸装订成册

茂南七旬“书报痴”
收藏数百册“小人书”

唤起几代人童年记忆

文/茂名晚报记者 何康源 实习记者 吴宗泽
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黄信涛

连环画，俗称“小
人书”，是一种以连续
的图画叙述故事、刻
画人物的通俗读物。
随着电脑、电视、手机
的普及，小人书渐渐
退出历史舞台，退出
人们的生活。但在茂
南区高山镇章福村车
头屋自然村有这样一
位 七 旬 的“ 书 报
痴”——他喜欢读书，
年轻时候有钱就买
“小人书”，到现在已
经保存了数百本“小
人书”；他喜欢看报，
还喜欢将重大历史题
材的报纸收藏装订成
册，他的“图书室”里
流淌着一段“光阴的
故事”，唤起几代人
童年记忆。

这位“书报痴”叫柯亚红，今年已经 72
岁。他收藏的书报不算太多，但是全部是他
亲手购买或者订阅的，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柯亚红的“图书室”在他家的三楼，他把这些
包装完好的书报一一摊开，神采奕奕地向茂
名晚报记者展示他在何时、何地购买……

柯亚红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他高中毕
业后当了三年民办老师，然后到湛江吴川供
销社工作。三年民办老师的经历，让柯亚红
喜欢上了阅读，可以说到了嗜书如命的地
步。柯亚红先后在吴川振文、樟铺供销社工
作过，“当时我才二十多岁，还没有结婚，那
时候也没有电视，下班之后我就读书看报打
发时间。”柯亚红说，供销社有书店，但是改
革开放之前书籍很少，品种单一，改革开放
后图书杂志开始丰富起来，他收藏的书籍主
要就是改革开放后购买的。

柯亚红说，那时候供销社书店更新最快、
最好看的就是“小人书”了，只要有新的“小人
书”到，他肯定会购买，放假回老家,他也会到
茂名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新的“小人书”到货,
久而久之，他收藏的“小人书”越来越多，达到
了500余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每个月工
资有二三十元，‘小人书’每本几分到两毛多
不等，负担不算很重。”柯亚红说。1991年柯
亚红调回茂名，他就用自行车将这些书分几

次拉回了车头屋老家。而回茂名工作之后，
“小人书”已经鲜有出版，他就很少买了。

《三国演义》《西游记》《《岳飞传》《武松》
《呼家将》《飞龙传》……柯亚红收藏的“小人
书”还非常崭新,不少书本连供销社、新华书
店的发货章都清晰可见。

除了“小人书”，柯亚红另外一样“心头
好”是杂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的《大众电影》《解放军画报》等杂志也保存得
相当完好。比如说 1981 年 1 月的《大众电
影》，封面上《庐山恋》女主角张瑜的照片看起
来还是那么的光彩照人，让人看后有时光倒
流的感觉。

原来柯亚红并没有收藏书报的习惯，但
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人们想看一本新
的图书、杂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周边的
人知道柯亚红有很多书后，纷纷来找他借书，
可是有些人看完又借给别人，慢慢有一部分
就找不到了。这让柯亚红心疼不已，于是他
决定要把自己的书报全部收藏起来。

书籍的页面原来是用书钉装钉，但书钉
生锈会导致图书腐蚀。柯亚红就小心翼翼的
把书钉去掉，再亲自将杂志、报纸、图书一本
本用线穿好，并用牛皮纸再包装一次，进行保
存。《大众电影》等杂志较薄，他就将两本穿在
一起，形成双月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购买“小人书”

扫一扫，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