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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痴迷
省下早餐钱买书

冯朝汉的收藏之路，始于
童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
质条件有限，但“小人书”却是
孩子们最珍贵的娱乐方式之
一。冯朝汉从小就对图文并茂
的连环画爱不释手，甚至不惜
饿肚子，也要攒钱买书。

“那时候，父母会给我钱买
早餐，但我只要看上了喜欢的
小人书，就会把早餐钱省下来，
攒着去买书。”冯朝汉回忆道，
一套书往往要花掉他一两个星
期的早餐钱。到了小学五六年
级，他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
收藏了上百本“小人书”。

那时候的冯朝汉，不仅喜
欢看书，还乐于分享。他曾利
用暑假时间，把自己的藏书摆
出来租借给附近的小朋友。“1
分钱租一本，没想到只租了几
天，就赚了一块多钱。”他笑着
说，虽然没指望靠这个赚钱，但
那种分享的快乐让他记忆犹
新。

痴迷收藏
8000余本占半个房间

上了初中后，学业压力增
大，冯朝汉暂时放下了收藏“小
人书”的爱好。这一放，就是几
十年。直到1996年，他在报纸
上看到一则消息——“小人书

成为收藏界新宠”，这让他重新
燃起了收藏的热情。

此时的冯朝汉已经有了稳
定的收入，收藏起来比小时候
轻松许多。但真正让他坚定
收藏信念的，是1999年的一次
拍卖会。当时，他带着自己收
藏的历史、文化、童话等六类

“小人书”参加拍卖，没想到这
些书被一抢而空，让他赚了
1000多元。“那时候，这相当于
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
资。”冯朝汉说，这次经历让他
看到了“小人书”的收藏价值，
也让他更加专注于历史题材
的连环画。

自那次拍卖会后，冯朝汉
的收藏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他
开始四处搜寻各类“小人书”，
从旧书摊到古玩市场，甚至直
接到别人家里收购。他的收藏
范围也越来越广，涵盖了科技、
战争、言情、历史、寓言、神话、
戏剧、电影等各类题材。

如今，在他位于武汉市东
西湖区金银湖街道丽水社区的

家中，16平方米的房间里，堆
满了各式各样的“小人书”，占
据了半个屋子。“没有仔细清点
过，但保守估计不会低于8000
册。”冯朝汉说，最疯狂的时候，
他每周都会去武汉的泰宁街淘
书，甚至不惜卖掉部分藏品来
换取新的收藏。

“前前后后，我大概卖掉了
1000多册。”他略带遗憾地说，

“有些是科技、战争题材的，也
有些是《西游记》《三国演义》这
样的经典成套书。说不心疼是
假的，但如果不卖掉一些，就没
钱买更喜欢的书。”

传承文化
从个人爱好到公益展览

随着年龄的增长，冯朝汉
的收藏方向也逐渐从个人兴趣
转向文化传承。由于资金有
限，他开始专注于特定主题的
收藏，如革命题材、戏剧题材
等。

“我希望孩子们能通过这

些‘小人书’了解历史，传承红
色基因和中国传统文化。”冯
朝汉说。在女儿的资助下，他
多次举办主题展览，如“永远
的丰碑”“长征在路上”等，通
过连环画的形式，向观众展示
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先辈的奋
斗历程。

未来，他还计划举办戏剧
题材的展览。“中国有几百种传
统戏剧，虽然连环画不能完全
展现它们的魅力，但至少能让
更多人知道这些文化瑰宝。”冯
朝汉说。

在这个数字阅读盛行的时
代，纸质“小人书”或许已不再
是孩子们的主流读物，但冯朝
汉相信，只要有人愿意去翻阅、
去感受，这些故事就永远不会
消失。他说：“只要我还走得
动，就会继续收集、继续展览，
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珍贵的文化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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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半个房间装下童年的记忆

76岁老人收藏8000余本“小人书”
在童年时代，有多少人是听着父母的故事入睡的？又有多少人曾捧着一本本“小人书”（连环画），沉

浸在图文并茂的世界里？对于76岁的冯朝汉来说，这些巴掌大小的“小人书”不仅是童年的回忆，更是他

一生的挚爱。如今，在他的家中，8000余本“小人书”占据了半个房间，它们承载着岁月的痕迹，也记录着

一个普通人对文化的坚守与热爱。

冯朝汉展示藏书。

冯朝汉介绍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