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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旬旬翁翁义义捐捐888899件件““红红色色””宝宝贝贝
烟台弘扬胶东红色文化，“收藏狂人”为多年藏品找到新归宿

《吓死蒋介石，胶东五万五千青年参军》——— 这是一则报消息的标题，来自上世纪四
十年代的《群力报》。如今这份泛黄的报纸已成为珍贵的革命史料，像这样的史料，烟台
耄耋老人王景文一口气捐出了889件。

当下，烟台市正提倡弘扬胶东红色文化，打造胶东红色文化龙头城市，王景文因此
也成为了当地的名人。

痴迷收藏革命文物，博物馆都有他的“专场”

文/片 本报记者 张琪

认识王景文的人都叫他
“收藏狂人”。这可不是凭空说
瞎话，就连在烟台市博物馆，都
有他的专场———“王景文胶东
革命史料展览”。

王景文是何许人也？他哪
里来的这么多革命史料？

王景文生于龙口，今年84
岁了，如今是一个离休干部。因
为童年处于抗战时期，自小对

胶东革命文化耳闻目睹，对胶
东革命文物感情极深。

“我一生喜好挖掘收藏研
究历史文物，爱写点相关方面
的论文，日日夜夜，废寝忘食，
忙碌一生，大家都叫我‘收藏狂
人’，说起来，亲朋好友都笑我
痴傻，不知自爱，见面就劝我歇
歇吧。”王景文说。

1991年离休之后，王景文

卸掉了“担子”，开始更加肆无
忌惮地疯狂寻觅、收购。

王景文说，“我离休后一天
也没闲着，经常早晨起来，骑着
自行车跑破烂市、地摊、古董市
场、文物商店，到外地探亲或旅
游也经常搜集。买回来的东西，
逐一修补、整理、考证、研究。”

就这样，王景文的藏品一
天天丰富起来，而且只进不出。

长期研究党史，月工资仅200元也舍得买藏品

“我捐献的藏品，就是这样
一件件地买来的。”王景文说。

王景文痴迷于疯狂收藏与
他先前的工作经历关联密切。
之前他一直在胶东地区做文
教、党史工作，对胶东的历史文
化资料具有特殊感情。“离休初
期，我搜求购买文物很疯狂，那
时候每月工资200元，但是我也
舍得买。”王景文说。

这些年来，收集藏品一共花
了多少钱？“爱好，就不计较钱多
钱少了，我也没有具体统计。”这
个问题，他自己也没法回答。

在捐献的藏品中，有些弥
足珍贵，比如“山东战邮”第一

版毛泽东像邮票、胶东行政公
署主任曹漫之亲笔信等。还有
抗战前夕日本侵华的阴谋罪
证，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各
种报刊、书籍、课本、文件，胶东
党政军领导及文化名人的亲笔
书信，胶东解放区邮票和实寄
信封，以及参军、支前、拥军、瓦
敌宣传、减租减息、土改复查、
生产自救、征收公粮……

“这些革命历史文物，虽然
珍稀程度不同，价值高低不一，
但是在文物市场假造品极度泛
滥的今天，我敢以我的声誉和
人格保证，这些藏品无一伪品
和复制件。”王景文说。

取之红色土地，用之红色文化建设

“老了，确实老了！”进入耄耋之
年，王景文不复当年之勇，体力精力
不济了，不能继续疯狂收购了，也到
了应该考虑藏品归宿的时候了。

正琢磨这事儿呢，就来这么一
个机会——— 烟台市创建胶东红色文
化龙头城市。有好友和“红办”的同
志先后来访，动员他捐献国家。

将自己的收藏心血捐献给国
家，不心疼吗？

“老实说，面对数十年收藏考证
的心血，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收藏
的每张纸片都与我的内心相连，虽
然有些不舍，但是权衡轻重，我只能
忍痛割爱，老伴也很支持我，让我下
定决心。”王景文说。

王景文随后又说道：“确实老
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已先后辞
世，有的是突然病倒甚至猝死。我
去年也发现心脏病，安装了两个
支架，所以有了危机感，决定减
负、交班。”

“这些藏品取之胶东红色土地，
用之胶东文化建设”，也算是为收藏
的这些红色藏品找到一个最佳归
宿。王景文认为，他应该为烟台市弘
扬胶东红色文化这一举措贡献一点
力量。

自从烟台市开展胶东红色文化
建设以来，王景文已经先后三次无
偿捐献革命史料实物889件及百余
张电子版老照片。

王景文收藏的报纸。

捐赠出收藏的宝贝，王景文引以为傲。

红色胶东·平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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