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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对于涵盖鸟巢和水立方的奥运核心

场馆区，我其实也很熟悉。 13年前的那个

炎夏， 是奥林匹克运动会首次来到中国，

也是我第一次采访奥运会。 每天往返于国

家会议中心内的MPC和鸟巢之间， 眼前
这段路我已重复了数百次。

故地重游，脚下的每一步都充满回
忆， 但眼前的景象却已与记忆中大不

相同。

鸟巢正门口，一群来自四川的夕阳红

旅行团正身着统一服饰拗出各种造型，她
们的面前，是正在抖音直播拍摄视频的自

拍相架———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奥运主
播，听着她们如数家珍般介绍北京冬奥会

的种种，那份自豪溢于言表。

玲珑塔上，北京冬奥倒计时的数字在

夕阳里格外醒目。 它的身后，已长出一棵
“生命之树”———那是 2016年崭新矗立在

北京中轴线上的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制高

点奥林匹克塔。 北京也因此成为继加拿大

蒙特利尔之后， 第二座独立且永久安装奥
运五环标识的城市。此时此刻，北京冬奥会

的圣火火种正在其中展示。

奥运会给北京留下了什么？ 是庞大的

场馆群还是可供说道的辉煌回忆？ 答案肯
定却又是否定的。

从水立方变身冰立方， 正在举行冰壶

测试赛的国家游泳中心会告诉你，2008北
京奥运遗产正在焕发新生———伴随着北京

成为“双奥之城”，一批“双奥场馆”应运而
生。所有新建、改造场馆和设施均满足绿色

建筑标准，为日后可持续利用做好了铺垫。

尽可能利用 2008年的奥运遗产，这些关于

奥运遗产的思考和诚意让世界看到， 中国

作为一个大国举办冬奥会， 胸怀和格局是

放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上的。

从白天到黑夜，奥林匹克公园里，络绎

不绝的跑者会告诉你，13年里， 全民健身
的理念已经根植人心， 就像杨扬每次带国

际奥委会同仁来参观时那样说的，“让所有
人养成运动理念， 就是北京夏奥最好的遗

产”。

同心筑梦共向未来，从 2008到 2022，

站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 北京作为全球首
个承办夏季、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将

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 正如巴赫所说，在疫情背景下，北京冬

奥会作为“奥运新标杆”的意义彰显无疑，

它将成为世界冰雪运动发展的里程碑。

奥运财富

    憨态可掬的吉祥物张开双手欢迎

世界、 仿若景泰蓝材质的徽章拼成一

幅老北京冰嬉图、 各种老北京的小吃

变成凝固的瞬间……眼前这些堪称艺

术品的徽章其实都是本届北京冬奥会

发售的特许纪念徽章。 它们的收藏者

是一名工作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资

深媒体人夏波光。

收藏生涯始于 2008年北京奥运

会， 到现在为止夏波光已系统收藏了

近 2万枚奥运徽章， 其中冬奥会主题

的占了一半。 他的徽章收藏故事，背后

折射出北京这座双奥之城带给一名普

通奥运人的变化。 代表奥运文化的徽

章是承载双奥情感的纽带，方寸之间，

凝结的是北京从夏奥到冬奥的十多年

时光， 更有百年奥林匹克精神和文化

在北京的延续……

    ◆ 厉苒苒

    2008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 7年后，

中国的另一个奥运梦呱呱坠地。而从北
京夏奥开始的奥运徽章爱好，也改变了

夏波光自己的人生轨迹。

本在人社部工作的他自从收藏奥运
徽章后，成了奥林匹克文化的专家。多次

参与奥运相关活动之后，他决心更专注
于体育文化的推广。几乎在北京冬奥申

办成功不久后，夏波光就变身成一名奥
运媒体人，担任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杂

志社编辑部主任。如今，他的工作就是用

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关于北京冬奥的点点
滴滴。
在夏波光的徽章藏品中，他最珍爱

的是两套名为北京中轴线的徽章。2008

年夏奥的“中轴线”是竖版的，喜气洋洋、

烟花绚烂的背景之上，是北京中轴线上
的一系列地标。从天坛到鸟巢，一路“走

来”就好像当初开幕式上的大脚印烟火，
一路璀璨绽放。而在 13年后，北京冬奥

组委再次发行了一套“北京中轴线”。横
版的构图更为气势磅礴，中轴线上的地

标并未改变，但却精致更多。作为冬奥倒
计时的限量徽章，这套徽章目前只发售

到倒计时 100天的那枚，几乎还有一半
是空白的。

夏波光说，当自己收到最后一枚北
京中轴线倒计时系列徽章时，“北京冬奥

会就开幕了！”
北京，这座双奥之城将再度成为世

界的焦点。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
10 月 18 日希腊

古奥林匹亚举

行的北京冬奥
会火种采集仪

式上所说：“北
京将书写历史，

成为有史以来
第一座既举办

过夏季奥运会又

举办过冬季奥运
会的城市。”

    夏波光的徽章情缘始于 2008北京奥

运会。他人生的第一枚奥运徽章竟然是用
一瓶水换来的。

那次来鸟巢观赛，赛后在展示区闲逛，
他偶然看到赞助商展区里，许多外国观众正

坐在凳子上等人来换徽章。来自各国的徽章
收藏家身上别满了各式各样的奥运徽章，面

前摊开的徽章集册更加令人眼花缭乱。
同去的小女儿看中一枚形似加菲猫的

奥运徽章，吵着想要。也是那一次，夏波光

第一次知道，原来徽章更多的用途是用来
交换，而非随意的衣物装饰品。没有徽章

可以交换，正愁眉苦脸之际，对方看出了夏
小妹的喜爱，慷慨地表示，只要用一瓶水也

能将徽章换给他们。
就这样，夏波光换到了人生第一枚奥

运徽章，从此着迷于此，开启了徽章收藏之
路。2008北京奥运期间，他收获了 100多

枚新的徽章，几乎每天下班后，他都会带着
自己特别的徽章集纳———一条挂满徽章的

毛巾赶去鸟巢边的交换区。北京奥运会结

束后，他的业余时间和私房钱都投入其中，

如今两居室的家几乎都被他的徽章藏品给
“霸占了”。

徽章文化是奥运文化中独特的一环。
历届奥运会，主办方、参赛代表队、各相关

机构还有赞助商都会推出自己的奥运徽
章。人们会像集邮一样收集奥运徽章，为了

获得自己想要的徽章，收藏者还会用徽章

换徽章，各取所需。
就好像将自己所熟悉的奥运故事与人

交流，小小的徽章成为奥运文化的载体。夏
波光发现，大家即使彼此语言不通，各国章

友之间自然而然地也能用肢体语言聊起天
来，这其乐融融的景象正是奥运会欢乐氛

围的一部分。
“现在看到 2008年收集的徽章还能想

起来每一枚是跟谁换的，那个人长什么样
子，他做什么工作，这些徽章已经成为了奥

运记忆的载体。”夏波光说，每一枚珍藏的
徽章都承载着自己或者体育赛事的特有记

忆，这也正是徽章交换的魅力之一。

    在徽章收藏领域，夏波光曾有一句口

头禅：“没有故事的徽章，不是好徽章。”
铺陈开的满屋徽章中，每一枚都是有

故事的小伙伴。最珍贵的，是他收藏的第一
枚冬奥徽章，那也来自 2008北京奥运会上

的交换。徽章的正面是田径传奇杰西 ·欧文
斯的剪影，下方却写着盐湖城冬奥会的字

样。夏季项目怎么和冬季项目放在一起？那
时的夏波光只是欣喜于收藏到了偶像欧文

斯的相关，并没有多想。一段时间后，他
“等”到了第二枚类似的徽章，主题变成了

游泳传奇马克 ·施皮茨。原来这套为了盐湖
城冬奥会发行的徽章将所有冬夏两奥的传

奇动员都集结成套，是某品牌推出的商业

型冬奥徽章。
冥冥之中自有渊源，夏波光最喜欢的

项目就是游泳和田径。而彼时，2008年北

京奥运会上，这两个项目同样也诞生了两

位大神级的人物: 三破世界纪录的博尔特
和奥运八金王菲尔普斯。就好像历史的传

承在徽章上得到了延续———体育的传奇绵
延至今。

夏波光介绍，每届奥运会除了主办国
奥组委出品的特许商品外，各国媒体、志愿

者团队和赞助商等都会生产代表自己形象

的徽章，种类多到数不清。徽章表达内容丰
富，适合系列收藏。萨马兰奇先生就曾说

过，“徽章和其他奥运收藏品已经成为奥林
匹克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次

收到新的徽章，夏波光总会去翻阅大量相
关的中外资料，挖掘出徽章背后的故事。在

他看来:“收集奥运徽章过程本身也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小小徽章的背后是体育精神、

体育故事，更有着奥林匹克文化的延续。”

本报记者 厉苒苒

那年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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