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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洛阳最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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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街道见证了洛阳城建史和洛阳
人艰苦创业史。路旁高大的法桐、街心绿化带里绚丽夺目的
牡丹以及便利的交通，都使它备受市民青睐。近日，我们来
到这条贯穿我市东西方向的主干道——中州路，感受它独特
的魅力。

中州路，记录古都近60年梦想与辉煌

继续向东走，经过中州桥，我们来到了车
水马龙、人来人往的中州中路。

王府井百货、新都汇、洛阳中央百货大
楼、市中心医院、王城公园、九龙鼎、周王城天
子驾六博物馆以及多所中小学和多个住宅区
都位于中州路两侧。此外，西工区的周王城
广场和老城区的青年宫广场这两个设施完善
的公共广场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
场所。这些商业区、旅游景点、大企业使中州
路成为人们在洛阳生活、旅游的必经之路。

在青年宫广场内，正在听戏的徐先生告
诉我们，他老家在偃师，现在已经退休了，平
时下午没事就会来广场上听听豫剧、散散步，
还交到不少和自己有同样爱好的朋友。

“算起来，我和中州路的年龄差不多。”
徐先生说，这50多年来，中州路不仅为人们
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还记录了洛阳城市变迁
的点点滴滴。“听说以后中州路可以直达偃
师市区，那我回老家探亲也会更方便。”徐
先生说。

中州路始建于1955年，西起谷水西，东至二广高速瀍河

站出入口，全长近20公里，分为中州东路、中州中路和中州
西路3段。

“我喜欢中州路上高大的法桐，低矮的冬青，宽阔的路面
和两边错落有致的楼房。中州路与解放路交叉口附近的路段，
路旁的柿子树上挂着的红灯笼在晚上特别好看。”

——手机尾号为5110的热心市民
“每当想起中州路，心里就甜甜的。几年前，每天下班后，

我都会和男朋友在路边的法桐下散步。现在，已经结了婚的我
们会在傍晚带着宝宝在这条路上走走，享受美好时光。”

——网友“一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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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报：张老师，您好！您参与策划并

投资的红色收藏网站马上就要运营了。对

于红色收藏您是亲身实践深有体会，想请您

谈谈自己的红色收藏，您的收藏都有哪些系

列？

张迪杰：我的藏书 10 万多册，藏品分毛

泽东选集系列、文稿系列、专题汇编系列、单行

本系列、语录系列、诗词系列、传记系列、手迹

系列、像画系列等九大系列。每个系列都分中

文版、外文版、少数民族文版。目前基本收齐

了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著，同时还收集了

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的各种版本、

文字的毛著。在注重数量的同时，我也十分注

重质量，尤其注重收藏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毛

著。目前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毛著有 8000

多册，其中 1949 年至 1940 年出版的有

6000 多册；1939 年至 1936 年出版的有

1600 多册；1935 年以前出版的有 200 多

册；孤本有 150 多册。藏书目录达 38 万

字，2007 年 10 月获吉尼斯世界之最，建有

民间“中国毛泽东著作博物馆”和“中国毛泽东

著作研究会”。

藏书报：三十多年来您是怎样搞收藏

的？

张迪杰：三十多年来，我的职业转换六次，

工作调动十次，但始终都没有放弃收藏。收藏

初期，我根本没有成名、成家、赚钱的思想，也

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时赶上部队整编，有大

量的毛泽东著作要处理，我认为毛泽东著作是

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将来

很有用。因此，我征得有关领导同意，就把要

处理的毛泽东著作保存了下来。后来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收藏市场的火爆，我看到红色

藏品升值很快，就利用出差、外出学习、平时节

假日等时间和机会收藏毛著。可以说，三十多

年来，我把80%的工资和 90%的业余时间都

用在了收藏和研究上。

藏书报：您认为什么是红色收藏？其范围

都包括哪些？

张迪杰：在红色收藏方面，北京的奚景鹏、

秦杰、邵志刚、刘利发老师，河南的杨翔飞、李

建鑫老师，湖南的张曼玲、刘昌年老师，山东的

柏钦水老师，重庆的曹东老师，苏州的张林老

师，陕西的张国柱、贺西勇老师等都有很深的

研究，我经常向他们请教。

对于红色收藏，我个人的理解是：在我

国是指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重要活动、

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文献等历史遗物

的收集整理。在国际上，则是指对马克思、

恩格斯以来各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重要人

物、重大事件、重要文献等历史遗物的收集

整理。

范围包括：红色文献、红色报刊、红色像

章、红色瓷器、红色字画（包括油画、国画、宣

传画、连环画）、红色票证、红色音像、红色手

札、红色物件等共九大系列的收藏。而红色收

藏的主线是与毛泽东同志有关的遗物，如毛泽

东著作、毛泽东像章等。

（据2012年12月17日《藏书报》）

红色收藏必将大放异彩
——访“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张迪杰

它，是红绿相映的景观之路，是贯穿洛阳城的交通要道，更是洛阳人
艰苦创业史的见证者

□见习记者 程芳菲/文 张斌/图

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州路跨越了瀍河回族区、
老城区、西工区、涧西区这4个城市区，有“三十里长街”之
称，至今仍是我市东西方向的主干道之一。

一路走来，我们注意到，中州路不仅宽
敞，而且环境优美。中州西路与建设路交叉
口附近将建成的大明渠水系和两侧的公共
绿地构成带状水系绿化景观带。

中州路两旁种有国槐、毛白杨等行道树，
树木俊秀挺拔，枝叶繁茂。街心绿化带里植有
牡丹、月季、百日红、美人蕉、黄杨、塔松等。十
里长街，红绿掩映。

夜幕悄然落下，华灯初上，给夜幕笼罩下
的中州路又增添了一分别样的美丽。我们从

瀍河桥东搭9路公交车，沿着中州东路往西行
驶，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我们注意到，青年宫广场和周王城广场
的亮化主要采用暖色调，重点表现中国古典
特色的建筑屋顶，突出古建筑的厚重感和历
史文化氛围。中州路沿线分布的八角楼金
街、中央百货、新都汇、王府井百货、赛博数
码广场等多个商业聚集区的亮化方式多采
用投光灯、艺术灯箱、灯笼等形式，更加凸显
这些街区的时尚感和活力感。

一路都有看不完的好景致

伴着午后的阳光，我们从建设路
转至中州西路。一路往东走，我们发
现中州西路两旁的建筑多以红色的
具有苏联建筑特色的三层或四层住
宅楼为主。

中州西路附近的居民赵女士告
诉我们，中州西路沿线共分布着30多
个老街坊居住区，都是典型的苏联建
筑风格。中州西路南侧沿线建筑大
多建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侧沿
线的大多建设于 20世纪六七十年
代。这些老式的居民区保存了鲜明
的新中国早期工业居民区的时代特
点，是我国工业区和工业历史上极其
重要的物质遗存。

赵女士告诉我们，20多年来，她

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中州路，对她来
说，这条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街道，
更像一位看着她长大的老街坊。

中州路上最早动工的应该是现
在的中州西路和中州中路西关花坛
至黄梅路路段，赵女士说：“我记得
当时中州路从现在的黄梅路口修到
人民西路口后，西工的‘小街’和老
城的‘老集’是最热闹的地方。”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步
伐的加快，政府对这条城市区的主干
道先后进行了几次扩建。直到2000
年，中州西路扩至谷水西花坛，完成
了它最近的一次延伸。至此，全长近
20公里的中州路从二广高速一直通
到谷水西花坛，横穿洛阳城。

它是生活、旅游的必经之路

它见证了洛阳从古城变成都市

3

2

1

夜幕下的中州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