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向文
在品鉴奥运徽章中过大年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春节前夕，黄向文刚刚获得一枚冬
奥会纪念章。“这枚是北京春节系列徽
章之年味 ‘贴春联’， 既有北京冬奥元
素，又有‘福’字和春联，特别喜庆。虎年
这个春节， 能在品鉴奥运徽章中度过，
很有意义。”黄向文告诉记者。

黄向文绰号“道兄”，在中国奥运徽
章收藏这个圈子里， 他可谓是 “活字
典”。 每每有奥运徽章的出处不清楚，
“道兄”都会在社交平台上“答疑解惑”。
“我手里拿的这枚徽章是一套， 共8枚，
以老舍的文章《北京春节》为灵感来源，
解读北京的年味，并且每一枚徽章都能
从文章中找到出处。” 说起每枚徽章的
故事，黄向文都是娓娓道来。

一页页翻看着黄向文的徽章包，相
信无论是谁，都会发出声声赞叹。一枚
枚精致的徽章，来自各个国家，不同的
盛会。黄向文与奥运徽章结缘最早可以
追溯到1990年亚运会举办期间，那时年
仅20岁的他在工人体育馆、北辰运动员
村，看到来自亚洲各国的运动员交换徽
章，从此，徽章在他心里种了草。2008年
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徽章交换这个新鲜
的奥运文化活动，让很多中国百姓眼前
一亮。北京奥运会期间，王府井、朝阳公
园、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都有专门的徽章
交换场所，黄向文也借此交换到了形形
色色的徽章。

在徽章交换的过程中，黄向文也经
历了特别的事情。那是北京残奥会闭幕
当天的下午，黄向文正在徽章交换区活

动，一名观众 “盯 ”上了他手中的一套
《笔墨纸砚》纪念徽章，随即提出，要用
当晚在鸟巢举行的闭幕式门票，进行交
换。“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黄向文回
忆说，“我虽然痴迷徽章，但我更热爱奥
运，能够在现场观看残奥会闭幕式是很
多人的愿望，但毕竟只有几万人拥有这
张门票。 我通过徽章交换实现了心愿，
只能让我感叹徽章交换的魅力，并对此
更加热爱。”

奥运结束后，国内外“章友”天各一
方，但徽章的交换却一直没有结束。“章
友们”自发成立了中国体育徽章收藏俱
乐部，现有徽章爱好者近千名。

“最初收藏的奥运徽章， 主要是看
颜值， 但随着收藏的不断深入， 我发
现很多徽章背后的寓意和故事才是最
有价值的。” 在黄向文眼中， 那些有故
事的奥运徽章， 就是奥运历史的最好
见证。

例如，他有一枚1996年亚特兰大奥
运会开幕式的徽章———拳王阿里点燃
火炬的形象跃然在上。黄向文向记者讲
述，人物镌刻在徽章上并不多见，但只
要是有人物进入奥运徽章，那一定是有
故事的。“每次走出国门交换徽章，只要
是带有人物的徽章，我都会毫不犹豫地
换回来。 有些也许当时没研究清楚，但
换回来后研究，必有新发现。”黄向文告
诉记者，也是从那届奥运会开始，收集
带有标志性人物的徽章，成为了他的另
一条收藏线。“北京2008年奥运会，刘翔

的形象出现在了很多徽章上面，虽然他
最后没有成功， 但当时国人的期盼，在
徽章上面留下了历史烙印。”黄向文说，
不同的奥运城市会选择不同的人物。不
同的国家，不同的选择，就是一种文化
呈现。

2015年7月31日， 北京成功获得了
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黄向文也开始了
冬奥会主题的收藏。“普及冬奥知识是
冬奥筹办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徽章就
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黄向文说，“北京
冬奥会徽发布之后， 特许产品销售火
爆， 而徽章依然是销售最好的品类。要
想宣传好冬奥知识，就应该把徽章这个
载体利用好。据我了解的情况，冬奥运
动项目的徽章就受到了极大关注。”

为了了解冬奥会纪念徽章，2015年
冬天，黄向文去了冬奥会城市普莱西德

湖，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奥博会。为了
体会冬奥会的奥运徽章交换，他还全程
参与了平昌冬奥会。去年7月，由北京冬
奥组委举办的“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
文化周”举行，这是是奥运徽章收藏爱
好者们的一场盛会，黄向文从收藏的徽
章中精选了一批，成为一名传播冬奥文
化的志愿者。目前，黄向文已经收集10
多万枚奥运徽章了。

受疫情的影响， 在北京冬奥会期
间 ， 徽章交换的活动无法线下进行 ，
但此前， 黄向文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收
集了不少北京冬奥徽章。 “春节期间，
我和家人在家里收看冬奥开幕式， 观
看各项我喜欢的比赛， 为我国的运动
员加油喝彩。 也希望在北京冬奥会的
举办过程中， 能有更多的人喜爱上奥
运徽章。” 这是黄向文的心声。

“学习奥运知识， 参与冰雪运动，
当然要从娃娃抓起。” 说这话的， 是北
京市密云区北庄中学的体育老师王树
伟。 在京郊密云的南山滑雪场上， 王
树伟带着9岁的儿子王燚堃从100多米
的中级滑道上飞驰而下，滑板路径的雪
道上，留下弯曲而又清晰的痕迹。 行至
终点，一个漂亮的转身，父子二人平稳
停下，相互击掌庆祝。 这是这对父子共
同参与冰雪运动的第三个年头。

拥有强壮体魄的王树伟从小酷爱
各项健身运动， 他的儿子王燚堃也遗
传了父亲较强的身体素质， 不仅从小
热爱体育运动， 更在各类体育项目中
表现了突出的运动能力。 “孩子从三
四岁就开始就不断接触冰雪运动了。”
王树伟告诉记者， 三年来， 每个冬季，
他都带着王燚堃参与各种各样的冰雪
运动和冰雪娱乐项目 。 冰场上滑冰 、
雪地里打滚， 这对运动父子兵几乎玩
遍了密云大大小小的冰雪主题景区。

“大概是六七岁的年纪，王燚堃开
始正式学习滑雪的。 从那以后，我们每
个雪季，都会泡在雪场里，享受冰雪运
动带来的快乐时光。 ”回想起第一次带
着孩子走上专业雪道起点的时候，王树
伟仍然记忆深刻，“滑雪场初级赛道的

山坡坡度相对平缓，也没有转弯，但雪
道上人员较多，情况比较复杂，对于新
手来说，也是有一定难度。”可能是冰雪
运动带来的兴奋感战胜了居高下滑的
恐惧， 小小年纪的王燚堃没有丝毫惧
怕，抬腿冲下了雪道。 在呼呼的风声与
兴奋的呐喊声中， 滑至终点。

任何运动都会伴随摔倒， 滑雪更
是如此， 即便是从雪道上连滚带爬的
下来， 王燚堃也依然兴奋不已。 “太
好玩了， 再来一次。” 孩子对冰雪运动
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几次摔倒而熄灭 。
“一次又一次摔倒再爬起来， 不断挑战
更高更大的难度， 这不就是奥林匹克
的运动精神嘛？” 王树伟说， 如今9岁
的王燚堃站在百米高台上的中级雪道
前， 自信又从容， 随着滑雪技术越练
越好 ， 在享受冰雪运动乐趣的同时 ，
孩子也越来越能体会 “更快 、 更强 、
更高” 的自我挑战精神。

雪场上， 儿子王燚堃在前面展示
熟练的滑雪技巧， 爸爸王树伟紧随其
后， 用手机录制视频， 记录下新年长
大一岁的儿子， 勇敢挑战速度与激情
的精彩画面。

伴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开幕，
这个春节假期， 王树伟也带着儿子守

候在电视机前， 尽情观看冬奥赛场上
的精彩比赛。 2月5日， 北京冬奥会开
幕后的首个比赛日。 晚上8点多， 短道
速滑混合接力赛即将拉开帷幕。 “爸
爸， 什么是短道速滑？” “运动员脚上
穿的是什么鞋子 ？” “哪个是中国队
的？” 伴随着一声声求知的追问， 王树
伟一边给儿子王燚堃普及短道速滑的
相关知识， 一边守在电视机前， 为中
国队加油助威。

当晚21时32分， 短道速滑混合接
力赛决赛开始 。 中国队与加拿大队 、
意大利队、 匈牙利队争夺这个项目的
冠军。 王树伟父子二人跟比赛现场的
观众一样， 屏息观看。 经过激烈角逐，
看着最后一棒武大靖率先冲过重点 ，
王燚堃高兴地说， “中国队赢了！ 爸
爸， 中国队赢了！”

北京冬奥会上的精彩， 给这个爱

好运动的家庭也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
“爸爸 ， 我也想试试运动员穿的冰刀
鞋。” 面对儿子的请求， 王树伟欣然同
意。 “听说， 为了助力北京冬奥， 普
及冰雪运动， 密云区体育局开设了免
费的冰雪运动体验项目 。” 王树伟表
示， 这个春节里， 他还将带着孩子体
验更多的冰雪运动， 同时， 一边观看
冬奥比赛， 一边学习冬奥知识， 让奥
林匹克精神在孩子心里扎根， 让奥利
匹克梦在孩子心里绽放出鲜艳的花朵。

“正如北京冬奥会的口号说的一
样， ‘一起向未来’！我也希望，所有的
孩子能够在冰雪运动里，在奥林匹克精
神中，体会力量、动感和激情，享受相互
理解、团结、友谊和公平竞争。一起向未
来进发， 共同面对挑战， 奔向美好前
程。 ”王树伟说，“这大概就是所有父亲
对孩子成长最美好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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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尽情享受亲子冬奥年
□本报记者 王路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