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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瑞典乒乓球队
开启 40年收藏生涯

陈鸿康收藏体育纪念品四十余年，

收集了来自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多个大类、 万余件体育藏品，小

到钥匙环，大到奖杯，种类丰富，包罗万

象。这家开在居民家里的体育文化收藏

馆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开馆十几年

来，已经接待了数以千计的体育爱好

者。陈鸿康因此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

“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被中国

体育博物馆原馆长谷炳夫称赞为“奖牌

奖杯全国第一人”，“鸿康体育文化收藏

馆”也被陈鸿康所在的徐汇区康健街道

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陈鸿康人生的每一步都踏着对体

育的热爱与执着。    年他出生于老

黄浦，  岁开始在福建中路广东路的

弹子房里做       （记分员），有时还

要陪打，从此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  岁的陈鸿康参军到舟山服

役，在一次翻船事故中断了六根肋骨，

成为一名伤残军人，退役后分配到黄

浦区体育系统工作，这一做就做到了

退休。    年上海市台球协会成立，陈

鸿康组织比赛、担任裁判，成为上海台

球界发展的见证者。而他与体育收藏

的缘分，还要从     年瑞典乒乓球队

访问上海说起。

那一年，上海迎来了国际乒乓球友

好邀请赛，陈鸿康有幸参与其中，并负责

接待瑞典乒乓球队。当时陈鸿康在体委

担任外事接待工作，他事无巨细，以周到

的服务和真诚的热情，赢得了瑞典友人

的高度评价。作为感谢，瑞典队的领队

临走前送给他几件纪念品———一枚刻有

比赛标识的钥匙扣、一支精致的圆珠笔，

以及一把小巧的带汽水扳子的小钢刀。

这些普通的礼物，却让陈鸿康爱不释手，

最终带他打开了收藏的大门。从此，他

的生活便与体育收藏紧密相连。奖杯、

奖牌、徽章、锦旗、纪念币、招贴画，乃至

于领带夹、工作证……往往每次比赛一

结束，教练员、运动员眼里不起眼的小东

西，陈鸿康都视若珍宝。从最初的几件

小物件，到后来的成千上万件藏品，陈鸿

康把这些东西都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堆满了房间。

二手市场里“淘宝”

积累藏品 2万余件

体育系统的工作，让陈鸿康“近水楼

台先得月”，身边的朋友、同事们得知他

有收藏的爱好，便经常会送些体育纪念

品给他。每次单位里整理仓库时，他都

会去“沙里淘金”，搬回许多别人不要的

“垃圾”。业余时间，陈鸿康喜欢在二手商

品交易市场走走看看，一点一点增加自

己的收藏。就这样积少成多，陆续累积

了两万多件藏品，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博

物馆。为了扩大收藏，陈鸿康经常到各

地参加展览，由于怕藏品损坏，他从来不

敢叫快递，都是自己背着蛇皮袋去参展，

结束后再自己背回来。旁人看着辛苦，

他却乐此不疲。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鸿康的藏品

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源自全球两百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纪念品汇聚在这

间小小的斗室中。奖牌、奖杯、徽章、球

衣、球拍……每一件都承载着独特的

故事与记忆。陈鸿康将这些藏品视为

自己的孩子，精心呵护，细心整理：梳

理出近   个大类，逐一进行归类、编

号，制作铭牌，编制目录，打印造册，为

所有收藏品精心构筑起精确、细致的

“户籍”……他相信，藏品的整理与归

类，是精准呈现它们历史价值的必要

过程。

馆内收藏了来自全球二百多个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体 育 类 藏 品      件

（枚），其中各届奥运会藏品     件

（枚），包括奥运会奖牌、各种纪念章

（币、盘）、旗帜、吉祥物等，还有一套涵

盖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奥委会成

员国的纪念章。

想要把收藏馆办好，办得既专业

有趣又符合大众的参观习惯并不容

易。而陈鸿康在多年的展览布置中也

摸索到了一些门道。在收藏整理的同

时，他将收藏经验升华至理论高度，并

于国家级杂志《收藏》及各有关区（县）

的收藏类书刊上发表诸多文章，获得

了专业机构的认可。

如今陈鸿康已是耄耋之年，但在有

余力的情况下，依然积极投身于青少年

体育文化的科普工作。“我的收藏实际

上是让大家得到一些体育文化的熏陶，

让更多人知道、了解体育赛事的演变过

程。只要情况允许，我就会一直办下去。”

说起自己建立收藏馆的初心，陈鸿

康的想法很简单：“现在很多孩子不注重

体育锻炼，学校里的体育课也经常会被

占用，我想让更多孩子把体育锻炼作为

一种生活习惯。”陈鸿康经常会参加社

区里各个学校的讲座，把各种各样的奖

牌和奖杯展示给学生看，他认为，这能激

励学生们为荣誉而拼搏，“如果能让孩子

们意识到体育锻炼也能赢得荣誉，激发

孩子们的体育热情，那我做的一切就是

有意义的”。自建馆后，他在斗室里接待

了一批又一批学子，在他们心中播撒下

体育强国的种子。

“不起眼”的奥运纪念品
走出上海传递体育精神

谈及自己多年来的收藏，陈鸿康的

双眼里闪烁着孩子般的光芒，对着展柜

里的藏品如数家珍：“这块是     年日

本札幌冬奥会的奖牌复制品、那个盘子

是     年哈利 · 大卫逊摩托车比赛的

纪念品、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

会的纪念品我这里也有……”展柜里的

展品或许在当时只是个不起眼的纪念

品，但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洗礼，依旧能

在这些藏品身上看见体育精神的代代

相传。

虽然陈鸿康将自己的收藏视若珍

宝，但却从不吝啬把它们分享给需要的

人。每当有朋友或游客来家里参观，对

某件藏品表现出浓厚兴趣时，他会以低

价出售甚至无偿赠送的方式回应来客

的热情。他说，收藏的价值在于传承，与

其让这些藏品在自己的文化馆中蒙尘，

不如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价值。至今为

止，陈鸿康已陆续“送出”近百件藏品，

传递体育精神。他的藏品也走出上海，

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展出，传递着体育的

辉煌与梦想，让更多体育爱好者与青少

年得到体育文化的熏陶。

    年初，借助康健体育公园升级

改建的契机，康健街道决定与陈鸿康联

合建设新的展馆。当年  月，新馆于社区

体育公园二楼展厅正式开幕，现已成为

社区居民了解体育文化与发展历史的重

要窗口。进入展馆，可以看到     年上

海特奥会火炬传递之旅的设计墙、    

年美国华盛顿奇才队（子弹队）访问上海

的纪念牌以及     年大阪高校田径队

访华纪念钟等各种收藏品。错落有致的

奖杯高高低低地排列着，尽管时光飞逝，

但它们仍旧光亮如新。

体育的魅力，不单是胜负比分与当

下的热血沸腾，更是体育文化与其深厚

内涵的传承。陈鸿康也希望这些展品所

承载的体育精神，在未来的岁月里能更

加丰富，继续流传。

“ 在徐汇区康健街道玉兰园小区中，有一间面积仅为   平方米的体育

文化收藏馆，它的主人名叫陈鸿康。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应该是陌

生的，但在上海乃至全国的体育收藏领域，他却是当之无愧的“老法师”。

如今已经   岁高龄的民间体育收藏家陈鸿康，于     年在家中建

起了一座以体育为主

题的私人收藏馆———

“鸿康体育文化收藏

馆”，它是全国第一家

私人综合性体育文化

收藏馆。开幕当天，国

际乒联终身名誉主

席、著名乒乓球运动

员徐寅生亲自为该馆

题写了馆名。

◆文/摄 记者 曹儒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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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寅生为鸿康体育文化收藏馆题

写馆名

"陈鸿康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
"陈鸿康家中琳琅满目的体育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