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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解的逐渐加深，资深车迷们在观赛时比起追逐偶像，更多

地转向关注赛事本身的精彩，甚至经常赞叹曾经“死敌”对手

在某一场比赛精妙绝伦的驾驶。对于蒋晓航这样的中国车迷来

说，吸引和留住他们的还有 F1 车迷圈子中的“老友般的氛围”

和新兴引入的“本土特色”。

第二种则是在“后舒马赫”时代，即 2010 年左右加入的“中

生代车迷”。“后舒马赫”时代群雄并起，维特尔、汉密尔顿

等新秀你追我赶、火花四溅，布朗车队和红牛车队也相继在赛

车性能上做出重大创新，打乱了 F1 赛场上以往的格局。比起已

然有些“佛系”的老车迷们，中生代显然感受到的是一个不同

于“塞纳时代”“舒马赫时代”的体验，由于偶像大多还在车坛，

当前或许还在对车手间驾驶技术、驾驶风格的研究讨论津津乐

道。

第三种是在 2019 年之后，周冠宇加入 F1 赛事并取得一些

成绩以来开始关注比赛的车迷。“这样的车迷有一些新媒体、

新时代的特色，他们对 F1 里的新技术、解说提供的比赛信息量、

新媒体传播运营方式、赛后的二次剪辑格外热衷，蒋晓航认为，

他们是未来 F1 要去争取最首要人群，也是极有可能定义 F1 的

未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在 F1 世界的冲浪，这些车迷以及和他

们同龄的 F1 圈子也会不断迁移、融合，创造出更加多元的中国

车迷群体。

F1 赛事有许多非常长情的车迷。蒋晓航感慨道，“车迷这

个圈子让我比较动容的点就在于，我在观看国外比赛时，看到

了非常多头发花白的外国资深车迷们头戴耳机，除了感受赛车

的呼啸，还会一手拿着平板，一手拿着手机，不仅通过现场的

大屏幕和赛道密切关注赛况，实时从各方获取车手每一圈的圈

速等数据，用自己的理解分析出他们的战术策略，俨然他们就

是 F1 维修站中车队策略团队的一员。”这也反映出很多国家先

于我们开展 F1 赛事从而形成的一些积淀，当然中国现在这样的

车迷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快速递增。

蒋晓航认为，不论是办赛经验还是车迷群体对赛车运动的

理解，我们都不必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差距而失落或是妄自菲薄。

“作为一个中国的 90 后青年和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一直习惯于

会有一种持续向上的心态和发展的眼光看事物。尽管可能有一

时的落后，但是在科研和产业发展领域，与国外追赶，跟跑，

并跑到局部领跑，正是我们这个国家过去 40 年正在发生的奇迹。

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们也一样可以一步一个脚印，一步步地紧

追上去。”

中国的 F1 赛事从地方自己掏钱，到慢慢能自负盈亏，确

实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更好的未来。蒋晓航回忆道：“在 2007、

2008 年，看台甚至可能坐不满，需要通过赠票的方式邀请一些

年轻的学生群体来保证上座率。这个其实也很正常，任何一个

新兴市场的发展路径都是这样，看未来而不是看当下。”

而在 F1 上海站 20 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已然成为全世界共同期待的盛事，成为上海讲好城市故事、传

播城市形象的一张名片，拥有无可比拟的传播力与影响价值。

据上海久事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的官方数据显示，1 月 9 日晚 8

点开票后的 45 分钟时间内 , 超过 10 万张可销售门票基本售罄。

“在最早的时候，中国车迷还不多，基本上都是靠外国的车迷

群体把现场撑起来的。”蒋晓航笑着说，“现在外国的车迷朋

友想来看比赛也不一定抢得到票了。”

中国 F1 赛事还有很多未来

上海这座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大都会与 F1 赛事有着深厚

的缘分。中国的第一场 F1 大奖赛在上海举办，F1 自 1950 年诞

生以来的里程碑式的第 1000 站大奖赛选点在上海，中国第一位

自己的 F1 赛车手周冠宇也来自上海。

在谈到 F1 上海站时，蒋晓航还给出了他对初涉一个领域的

表现非常高的评价——“既首创又优秀”。“纵观亚洲的邻国

乃至欧洲豪强，即使他们可能有几十年的赛车运动的历史，但

当他们引入某些新的车手、承办新的大奖赛，我们仍然看到许

多低水平事故。”蒋晓航有些骄傲地说，“在这一点上，中国

　　希望我们也能乘中国智造之风，围绕上海乃至更多的高标准赛场去打造中国的赛车谷，
拉动中国高端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去到更高的一个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