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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藏章鉴虫抛砖引玉

"国运盛，收藏兴。"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民间收藏热正在中华大地蓬勃

兴起，收藏爱好者与日俱增。特别是 21 世纪后，各种收藏门类推陈出新，各种研究著述纷

纷推出，各种收藏展览争奇斗如，已经成为国家文物收藏的一个有益的补充，繁荣了我国文

博事业和收藏文化。

早在二千四百多年前，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徽章。《战国策·齐策一》载秦假道韩魏以

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在我国古代，徽章有多方面

功能.用于奖励的，如赏牌、功牌等;用于通行证明的，如腰牌 1 用作标志的，如族徽、施

旗等 3 用作调兵遣将的，如兵符、符节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近、现代徽章的用途更

加广泛，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在宏观或微观，从表面或背里，都从某一角

度、某个侧面记录和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艺术、体育等

诸方面情况，而且还蕴含有相当多的史笔不到之处，以及史籍和方志所不详的往事，从而形

成了涵盖面十分广泛、具有丰富内蕴的"徽章文化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或地区)都发行有徽章。各国(各地区)徽章的形制、版式、图

案、装饰以及制造技术、文化内涵各具特色。从徽章的种类来看，它包括勋章、奖章、证

章、像章、徽志、纪念章等$从徽章的内容分类，有军事徽章、宗教徽章、人物徽章、体育

徽章、劳模徽章等 1 从徽章的时代划分，有古代徽章、民国徽章、新中国徽章等;从徽章材

质而言，有金、银、铜、铁、铝、竹、木、布、纸等 3 从制作方法而论，采用了雕刻、绘画、

书法、铸造等工艺手段和艺术形式……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徽章，往往能够从诸多方面表

现出某一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成为历史的缩影，有着重要的文物价值、艺术



中外体育徽章图志

价值和收藏价值。

体育徽章是徽章中的一个专题类别，随着体育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体育徽章层出不

穷、推陈出新，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 2001 年 7 月北京获得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申

办权后，在全国掀起了"奥运热\同时也兴起了一股体育藏品"收藏热"。体育徽章作为体

育藏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都拥有数量众多的爱好者，可是人们对体育徽

章的有关知识了解甚少。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出版专门介绍体育徽章的书籍。广大体育爱好

者和体育收藏者迫切需要有一本系统介绍徽章知识的通俗读物，周继厚先生编著的《中外体

育徽章图志》就是这样一本书籍。

《中外体育徽章图志》分为"清朝时期体育运动徽章

中国体育运动徽章

节'共计门 5 篇文章、 29 万字、 900 多幅图片。本书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形式活泼，语言通俗，印刷精美。通过大量古今中外体育徽章，向读者介绍了体育

徽章产生、演变的历程，讲述了体育运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历史故事，展开了百年来

中国体育运动的历史画卷，兼具史料性、知识性、典故性、鉴赏性、趣味性。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特点:

史料翔实。本书在介绍体育徽章的同时，汇集丰富翔实的运动史料，阐释体育运动发展

源流，传达奥林匹克理念，使人们既可以获得美的享受、知识的启迪，又对体育发展的历史

进程有正确客观的认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体育运动的传承也是如此。如书中通过大量珍

贵徽章解读民国时期体育运动发展状况，使读者了解到民国时期国术运动空前发达、乒乓球

运动得以逐步普及、参与奥运会振奋人心、七届全运会功不可没……这些，都是以往避而不

谈、鲜为人知的史实。

包罗万象。书中内容不仅包含了古代的，还包含了现代、当代的体育运动徽章:不仅包

含了中国的，而且包含了外国的体育运动徽章，不仅包含了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徽章，还包含

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徽章，形成了一部用徽章记录、书写的体育百科全书。尤其是"奥林匹

克徽章"部分，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奥运会(包括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残疾人奥运会)

奖牌、奥运会会徽、奥运会纪念章等，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打开了一扇了解奥运、参与奥运的

窗口。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构成了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文化景观，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愉悦

人们的身心，更以其强烈的人文精神催人奋进，生生不息。

图文并茂。本书在详尽记述的同时，附有大量的徽章图片，并采用彩色印刷，图案清晰

逼真，便于读者欣赏和收藏。体育竞技场上激烈的角逐、胜利的记录、健与美的充溢、力量

的迸发、速度的拼搏、激烈的对抗、凝固的音乐……在徽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本书写作的

出发点不仅是供体育徽章收藏者阅读、参考和借鉴，查漏补缺，按图索骥，而且又照顾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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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个不同层面的读者的需求。如"体育运动项目徽章"章节，通过二十多个体育项目徽章，介

绍了这些体育项目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状况，使读者对这些体育运动知识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考证鉴赏。光是会"收那是采购员藏"而不用，那是保管员;只有收藏与研究相

结合，才能实现藏品的价值，体现收藏的意义。在书中，作者对体育徽章进行了透彻全面的

考证和鉴赏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对于收藏者理解徽章的设计创意和制作内涵有很大

帮助。

"有志者，事竟成。"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收藏协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经济文化

促进会收藏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周继厚先生，业余从事徽章收藏研究三十来年，既

搞收藏，又办展览，还要从事研究活动，为此花费了半生心血。周继厚先生十五年前撰写

《世界第九大奇观一一毛泽东像章之谜》专著，开创了研究当代文物一一毛泽东像章的先河，

十五年后编著《中外体育徽章图志》一书，又填补了体育徽章研究的一项空白，真可谓"十

年怀胎，一朝分娩\费时经年，诸多不易。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对于人们从

事徽章集藏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必将对我国方兴未艾的体育徽章收藏起到不

断深化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外体育徽章图志》一书的出版，不仅是提高民众体育文化修养的需要，也是改革开

放的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同时也有助于普及体育知识和奥运知识，进一步增强人们对体

育发展史的了解，提高收藏者对体育徽章的鉴赏水平和收藏趣味。尤其是在第二十九届北京

奥运会之际隆重推出，更有其特殊意义。尽管本书在史实考证方面难免有所疏误，在分类编

列方面尚有待改进之处，但瑕不掩瑜，标志着收藏界对体育徽章的系统整理和理论研究已经

起步，希望能够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起到"藏章鉴史"的作用，收到"抛砖引玉"的

效果，继之有更多、更好的体育徽章书籍问世，将我国体育收藏研究推向更深、更广的层

面，为弘扬中华博大精深的体育文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08 年 4 月于贵阳

王恒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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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

周继厚先生的新书《中外体育徽章图志》即将出版，嘱我给他写序言。我不是收藏家，

不是什么前辈，更不是体育界名流，本不该在此指手画脚，但我感佩作者的勤奋和执著，乐

意从另外一个侧面为之作序。

早在十多年前，我在《贵州日报》文艺部工作时，常常收到一位名叫周继厚的作者的来

稿，都是写收藏的，大多是写徽章收藏:或介绍收藏知识，或述说研究心得，或鉴赏藏品价

值。当时的文艺副刊开设有"委山关"、"七色花"等版面，但因喜欢徽章收藏的读者并不

多，这方面稿件的局限性显而易见，总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但还是偶尔发表

几篇，照顾情绪。以后，他还是一如既往，毫不气馁，一有新作就给报社投稿，使我开始注

意到了这位年轻的收藏家。他一叠叠稿件压在我抽屉里，越积越厚，反成了我的负担，心中

总有一丝莫名的歉疚。

1992年后，一些报刊和电台、电视台介绍了周继厚先生收藏研究毛泽东像章的事迹，他

被称为"收藏历史的人'\被列为"四大毛泽东像章收藏家"之一。这些报道，掀起了一股

"像章收藏热也使我更多地了解到有关他的情况。此后，有关他的通讯报道时常见诸报

端，本报也曾多次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他的收藏研究经历。

1993 年春，周继厚给《贵州日报》寄来长篇收藏纪实文学《神州像章潮)).本报曾分 37

期连载。同年 5 月，他又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有关内容，写成《世界第九大奇

观一一毛泽东像章之谜》专著，由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一年，为了纪念开国领袖毛

泽东诞辰 100 周年，他先后在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海南、广西等省(区)举办毛泽东

像章巡回展览五十多场(次) .参观者超过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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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体育徽章图志

转眼十多年过去，周继厚还是那样执著地给报社来稿。但从上世纪末开始，他的文章有

了改变，不再拘泥于单纯对毛泽东像章的研究，而是把徽章收藏研究拓展到更深、更广的层

面。他说毛泽东像章主要产生于‘文革'初期的特殊时代，其兴衰沉浮只有四年时间。

尽管像章品种数量繁多，但也仅仅是徽章家族中的一个类别。早在汉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徽

章。现代意义的徽章是从清末出现，已经有百余年历史，流传至今的徽章何止千千万万，这

些徽章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要研究徽章就要全面收藏研究不同门类的徽章。"此后，

只要是徽章，都成为他收藏研究的对象。有一段时期，他总能将一些"应时之作"放到编辑

的案头田纪念遵义会议，有《遵义会议永放光芒));回忆红军长征，有《嚓亮的红军英雄赞

歌));宣传学雷锋活动，有《雷锋精神永存));迎接"三八"妇女节，有《市帽英雄多，伟绩

铸奖章)); "五一"劳动节到来，有《奖章铸就劳模丰碑)); "五四"青年节来 l悔，有《新时代

的青春之歌));庆祝"十一"国庆节，有《开国大典纪念章));此外，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

纪念中国电影诞辰 100 周年、纪念安徒生诞辰 200周年……这些紧扣时代的徽章文章，既从

一个别开生面的角度解读历史，也能让读者思考现在，展望未来，可谓意义深远、趣味盎

然。这些文章发表后，受到不少读者欢迎。由于他在业余创作方面的成绩，曾连续四年获得

《贵州日报》优秀通讯员二等、三等奖。

周继厚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收藏协会常务理事，现在贵州航空工业技师学院

(原名 "0一一基地技工学校" )宣传部任职，此前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徽章收藏研究是他的

业余爱好。他所在的学校位于贵州省修文县扎佐镇的山沟里，是利用一座下马的"三线"军

工企业厂址改建的学校，收藏条件可想而知。可他三十多年来坚持徽章收藏研究，在云贵高

原的大山槽皱里累积了一座辉煌的收藏殿堂一一-共收藏十一多万枚、五万多种毛泽东像章和

其他各种徽章。他在大量收藏徽章的同时，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潜心徽章研究，孜孜

不倦、广览博引、勤奋耕耘，二十年来已在全国各地报纸杂志发表收藏研究文章一千二百余

篇，共计二百多万字。仅 2007 年，他发表的文章就超过百篇，如此高产，不要说是一位业

余收藏者，就是专业作家、专业记者，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他把徽章收藏研究当成了自己

毕生追求的快乐和幸福。

凭着一个职业报人对读者、作者的新闻敏感，我知道周继厚创作的大量的收藏研究文章

是可以结集成书的，是收藏出版物的一座富矿。早在 2002 年贵州省收藏协会成立时，我应

邀参加了有关会议。席间，我曾与他相约，将他的收藏研究成果结集，由我来策划、编辑.

并联系出版社出版，他爽快答应。但由于工作繁忙，此事一再搁置。如今喜闻他的体育徽章

书籍付梓出版，也算了结了我的一个心愿。我相信他的徽章研究著作绝不仅仅局限于毛泽东

像章、体育徽章，还将有其他许多专题书籍:如《抗战徽章》、《人民军队徽章》、《铁路徽

章》、《水利徽章》、《教育徽章》……陆续推出，将成为徽章收藏研究系列文集。这些专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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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章，他已写出数十篇，甚至上百篇。若如此，读者幸甚 l 藏界幸甚!

周继厚书读得多，藏品丰富，加之驾驭文字的功底深厚，行文流畅，信手拈来，编辑时

不需多少修改。在他心目中，收藏是一种无法克制的愉悦，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在他漫长的

收藏征途上，他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使得他对每一枚徽章、每一个话题，都能有所思考和

探求。他的每一篇收藏文章，绝不仅仅是用徽章解读历史，而是在用文字诉说着自己的感悟

与思想，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沉淀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

一枚枚小小的徽章，就像一条回溯往事的路标，牵着他走回被尘封的历史。通过对林林

总总、异彩纷呈的徽章的收藏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一幅幅画卷也在人们面前摊开。读他的收

藏文章，你会感觉到是一段深情往事的回忆，一声饱含深情的问候。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言、彩印数百枚珍贵体育徽章的著作摆在我面前时，我看到了中国体

育史、奥林匹克史的缩影。

浮躁的商品经济时代，或许急于求戚、急功近利的收藏者会慢慢对收藏失去兴趣，将藏

品或变卖或转让或散失，不再光顾收藏，更不可能清灯孤影、熬更守夜"爬格子

厚先生不会，他是那样深深地眷恋着徽章收藏文化，并精心地呵护和守望着属于自已的这片

精神家园。看着他艰难地、努力地向着既定目标走去的身影，我在心底里为他击掌欢呼。

2008 年 5 月于贵阳

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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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各种体育盛会不断举行，名目繁多的体育徽章也应运而生、

推陈出新。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人们对体育徽章也越来越关注。正是源于这

一契机，使体育徽章成为时下体育收藏中炙手可热的收藏品，同时也是未来极具收藏价值和

升值潜力的投资品，受到广大体育爱好者和收藏者的青睐。

体育徽章的历史与奥运会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 1896年希腊雅典举办的首届奥运会上，

就给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颁发了纪念奖牌，并出现各种各样的纪念徽章。起初这些徽章仅仅作

为辨别运动员、裁判员、大会职员和新闻记者的标志，到 1912 年奥运会，运动员开始通过

交换徽章，作为互相增进友谊的方式。此后，设计、制作奥林匹克运动纪念章已成惯例，每

届奥运会都要制作大量徽章，作为奥运会最有代表性的纪念品。

体育徽章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体育运动开展的状况，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

都从某一个角度或侧面记载和反映了每一个不同时期的体育背景及文化特征，成为体育运动

的缩影，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主要分为"清朝时期体育运动徽章

徽章"\、"体育运动项目徽章\"奥林匹克徽章"和

绍各个不同时期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体育徽章，让读者了解中外体育徽章的历史渊源和发

展脉络，也可起到佐证体育运动发展历史的作用，为研究体育文化、体育历史的专家学者提

供参考。

中国体育徽章最早出现于清朝末期，是伴随着现代体育运动传入我国而产生的。早在

1905 年，四川省就举办了省级运动会，并给运动员颁发了奖章。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作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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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体育运动传入中国的先驱，于 1910 年借南京"南洋功业会"之机，倡议发起并举办了首

次全国规模的体育赛会一一"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简称"全国学界运动会

辛亥革命时被命名为民国时期"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虽然参加本次运动会的运动员仅有

150 名，但却引起社会热烈反响，唤起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重视。

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是源于教会学校。辛亥革命

后，随着教会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办学范围逐渐拓展，体育运动在教会学

校内外开展比较普及，从主观上是殖民者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但客观上促进了学校体育乃

至社会体育的发展，如福建的教会学校当时就举办了名目繁多的体育运动会，流传下来不少

体育徽章。

民国时期，现代体育运动逐步发展起来，传统运动项目也得到发扬光大。从民国初年到

民国中期，曾经出现了中国武术(国术)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许多徽章上都留下了辉煌

的印记。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战乱连年，民生凋敝，体育

活动不可能得到广泛开展，使得我国体育运动发展极为缓慢j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体育运动才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而得以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党和

政府十分重视体育工作，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作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首

要任务。 1949 年新中国刚刚诞生，就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52 年成立了国家体育运

动委员会。此后，各级体委机构也建立起来，开创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纪元。

新中国最早的一枚体育纪念章是辽宁省抚顺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体育大会纪念

章，正面图案为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五名运动员向前奔跑，象征着国旗上的五颗星。纪念

章上的运动员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画面极富动感。纪念章涂有红、黑、白、黄、蓝五色法

琅彩，工艺制作精美独特。该纪念章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新中国体育运动

的先河，已成为珍贵的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文献意义和较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

"劳卫制"是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一项重要体育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制度的基

础，其目的是向劳动人民进行全面的体育教育，培养人们成为健康的、勇敢的、乐观的祖国

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经过严格测验，及格者可以获得由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的劳

卫制徽章。数量品种繁多的"劳卫制"徽章，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少年积极开展健身活

动、参加体育锻炼的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

中国被称为"乒乓王国

上获得的'大大振奋了民族精神，他的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体现了中国体育运动的时代

风貌和精神追求。乒乓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使乒乓球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为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数十年来，凡举办各类乒乓球赛事，都要制作发

行徽章，这些徽章铭刻着中国乒乓球运动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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