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奥运走上收藏之路
在北京西城区的一条胡同里，

藏着一个微型“奥运博物馆”，一间

只有30多平方米的平房，却满满当

当摆了7000多件奥运藏品，这些藏

品的拥有者就是张文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还在

上大学的张文全报名成为一名奥运

志愿者。奥运会志愿者的经历，让

张文全对奥运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他开始有计划地收集藏品。如

今，张文全所有的藏品加起来已经

超过7000件，其中包括大约一千个

奥运吉祥物、40余个火炬模型……

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后，张文

全成为城市志愿者，他的“奥运博物

馆”也火了起来，当时他光“冰墩墩”

和“雪容融”就有百余款——在“冰墩

墩”大火而“一墩难求”的当时，他也

成了拥有“冰墩墩”最多的人之一。

曾是上海世博会志愿者
此次奥运资格系列赛首站落地

上海，举办地黄浦滨江周边正是

2010年世博会场馆。曾经在世博

会舞台演绎了“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上海，这一次通过奥运史上的

全新赛事，讲述着“更年轻、更城市、

更开放”的奥运新故事。这一点，也

让张文全感触很深，因为他当年也

当过上海世博会的志愿者，而这次

奥运资格系列赛的比赛放在了中国

船舶馆，也是他当年曾经参观过的

地方，到现在他的手机里还存着14

年前在船舶馆里参观的照片，“当时

我是第二批从北京来上海世博会的

志愿者，在上海世博会北京馆当志

愿者，在上海待了三周。”

时隔14年再次来到中国船舶

馆，亲身体验赛场内外的火爆场景，

张文全也很感慨，原来奥运会比赛

也可以这么接地气，“我觉得现场气

氛特别欢快，很多观众都热情地参

与比赛互动，大家都可以享受比赛

的乐趣，我觉得这就是奥运应该有

的样子。”

看完比赛，张文全直奔赛场旁

边的官方特许商店，他左挑右选后

购买了三个摆件，“正好和家里的那

个构成一套。”本来他之前还看中了

一款有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标

志的滑板，没想到居然被卖光了，只

能第二天再来买，“我自己其实小时

候也玩过滑板，现在又来上海看了

奥运资格系列赛，也想重新拾起小

时候的滑板爱好。”

从收藏奥运到宣传奥运
今年4月15日，张文全向北京

奥运博物馆捐赠了一份特殊礼物，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写给他的回

信。“2022年11月，我给巴赫主席写

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双

奥志愿者的经历和自豪之情，并表

达了希望奥运会再回中国的愿望。”

张文全说，“2023年3月，我收到了

巴赫主席的回信，他在信中肯定了

我作为双奥志愿者为两届奥运会作

出的贡献，并再次向奥运志愿者表

示感谢。”

这些年，张文全花在藏品上的

钱至少有五六十万元，几乎将所有

积蓄都投了进去。不过哪怕手头并

不宽裕，哪怕这些年有些藏品已经

升值不少，他都不舍得出手，“从我

将它们带回家就没有准备再把它们

卖出去，这些藏品都像我的孩子一

样。”张文全说，自己有这么多奥运

藏品，也有很多奥运文创方面的想

法，所以未来他计划在这方面多开

拓一下，把爱好和工作结合起来，

“我未来的终极目标，是拥有一间真

正属于自己的、可以对外开放的奥

运博物馆。” 本报记者 李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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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收藏达人来上海寻宝
张文全：想办个奥运藏品展

丹尼尔 · 戴尔发

现，自己这个外国大

叔要和队员打成一片，

最好也学一点汉语。“我

现在会讲一点。”他流利

地报出自己的中文名

字，“所以，大家和我都

成了朋友。”

大中午的太阳很

晒，发现戴尔站在场

地一侧观摩其他选

手，队里同事就跑过

来，为他撑起遮阳

伞。走南闯北的小

轮车大神突然很感

动，“过去我可从没

有这样的待遇。”

轮到戴尔上场

时，国家队的队员、每一位同事

都为他鼓劲，“听着丹尼尔，我

们都希望你晋级决赛。”

资格赛两轮预赛比完，当

记者提出和戴尔聊一聊时，他

回复，能否等自己看完所有选

手的比赛？确实，这关系到他

个人的奥运会梦想——好在，

他最终排名第  ，刚刚好够到

决赛门槛。

“如果能去巴黎，到时我既

是选手，又是教练，我不知道在

奥林匹克历史上这是不是头一

回，”此刻，见多识广的戴尔掩饰

不住激动，“但在小轮车项目上，

我肯定将创造历史。” 金雷

自由式小轮车“大神”丹尼尔·戴尔
以双重身份征战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一心两用”的他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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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戴着红色的巴黎奥运会吉祥物弗里热帽
子；怀里，抱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弗里热毛绒玩具。
走在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的赛场周围，北京小
伙儿张文全立刻成了“最靓的仔”，一路上引得不少

人关注和拍照。
张文全是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来看奥运会资

格系列赛的，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奥运收藏家，
他收藏了超过5000件奥运藏品。这次来上海除了
看比赛，他还有个重要任务，那就是购买这次赛事
以及巴黎奥运的相关产品，扩充自己的“奥运博物
馆”，“未来我会举办一个奥运藏品展览。”

“这是我最后一次冲击奥运

会，”摘下墨镜，39岁的自由式小

轮车“大神”丹尼尔 ·戴尔开始憧憬

两个月后的巴黎，“但作为教练，是

第一次。”

成为参赛选手
还能和年轻人一同享

受太好了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首站上海，

来自委内瑞拉的戴尔身份特殊。

他是自由式小轮车项目参赛选手，

同时受聘担任中国队的教练，帮助

中国人实现小轮车的奥运梦想。

那是去年在法国蒙彼利埃世

界杯期间发生的故事。手握5枚

XGames（世界极限运动会）金牌、

东京奥运会亚军丹尼尔 ·戴尔接过

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的教练员聘

书，但同时，他仍保持运动员的身

份，争取参加巴黎奥运会。

这种听上去有点疯狂的事，大

概也只有戴尔乐意尝试。要知道，

奥运舞台是世界最高水平的竞争，

无论哪一名运动员，都需要竭尽全

力，何况是一名快40岁的车手。

但戴尔一心两用，而且，看起来他

乐在其中。

昨天下午的资格赛预赛，戴尔

驾车旋把、空翻依旧潇洒，第一轮

拿到81.26分，在24名选手中排名

第13，次轮，他得到80.60分，排第

14。按照规则，选手取两轮的平均

分，前12名晋级决赛，戴尔两轮平

均分正好列第12名。笑起来时，

抬头纹堆上戴尔的额头，跟那些

20岁上下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相

比，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在赛场

的他，完全是自由式小轮车世界

的“古董”了。但在场的每一位对

手都要向戴尔脱帽致敬，因为他曾

于2007、2008、2010、2011和2013

年五度问鼎XGames冠军，是史上

获奖次数最多的小轮车运动员之

一，有“世界小轮车第一人”之称。

这个年纪，为什么还愿意冒着

背部摔伤、韧带撕裂的风险，驾驭20

寸轮径的自行车在空中飞翔？戴尔

说，东京奥运会站上领奖台时觉得，

“还能和年轻人一起享受，一同竞

争，感觉真是太好了。”

当中国队教练
队员的刻苦令我享受

这份工作
说起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在小

轮车新兴之地出任国家队的教练，

戴尔解释，自己刚出道时，那些世

界上最棒的选手都曾给予帮助。

所以接到中国队的邀请时他问自

己：为什么不试着把小轮车的快乐

带给那里的年轻人？

2017年，自由式小轮车项目

才在中国开展起来。近几年，中国

运动员的水平逐渐与世界接轨，年

轻选手出国比赛，见了世面，也增

长了经验。去年的自行车世锦赛，

中国姑娘击败一众欧美高手，包揽

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第二至第六

名，孙思蓓和周惠敏赛季总排名分

别升至第二和第三。继东京后，自

由式小轮车再度成为巴黎奥运会的

正式竞赛项目，已经达到一流水平

的中国女队，将目标瞄准了巴黎，希

望拿到公园赛满额的两个席位。而

要跻身奥运舞台，运动员需要参加

更多的积分赛，去适应赛场，适应竞

争，这个阶段，过来人的指点，事半

功倍。

戴尔迅速进入教练角色，他告

诉队员：我不是你们的老板，我是

你们的工具，就像你需要扳手来修

车一样，请把我当作一件特殊的工

具，帮助你们变得更好。他和队员

们一起骑车，为她们编排动作，将

20多年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

他很快喜欢上这些只有自己一半

年纪的女孩，去年首获世界杯分站

赛冠军的邓雅文，因为训练比赛中

肩膀不止一次脱臼，来上海前，还

打了封闭，“这些年轻人的刻苦投

入，让我很享受这份工作。”

在团队看来，戴尔带来的不只

是技术和经验。“作为世界冠军和

奥运会亚军，丹尼尔对小轮车的文

化以及对训练的理解也是非常高

的。在训练这一块，以及我们队员

技术和整体备战方法上，他对我们

都有很大的帮助。”自由式小轮车国

家队总教练吴丹说，“他和我们磨合

了一个月，就提了很多建议。他加

入后，我们的运动成绩稳步提升。希

望我们的选手能尽快融入小轮车运

动的大家庭，和全世界的高手一

起，在竞技场上享受比赛的过程。”

本报记者 金雷

 丹尼尔 · 戴尔以预赛第

  名的成绩晋级决赛

 丹尼尔 · 戴尔为小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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