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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炎炎夏日，荷里活廣場的體壇
百年郵票珍品展絕對是市民的最佳迎
奧節目！是次展覽邀得「香港收藏家
協會」資深會員劉銓登先生借出由
1896年至今共116年歷屆奧運主辦國
所發行的紀念郵票，全部共約500
枚。劉銓登表示，他一直醉心於體育
運動，因此早於1972年開始收集奧運
郵票，整套郵票已跟隨了他40年，可
謂是他的「畢生心血」。此外，透過
郵票能夠展示奧運的歷史足跡，紀錄
百多年間奧林匹克運動會所經歷的起
伏和特色，了解每屆奧運背後的故
事。

最早的奧運郵票
1896年為首屆現代奧運會，希臘政

府以古希臘奧林匹克競技為題，設計
了一套8種圖案共12枚的奧林匹克紀
念郵票。這套最早的奧運會郵票，把
米隆的雕塑作品《擲鐵餅者》搬上了
郵票，告訴人們：體育不單單是激烈
的競爭運動，還應該是力與美的完美
結合。《擲鐵餅者》被搬上第一屆奧
運會的紀念郵票上，其對後世的影響
深遠──不光代表了鐵餅或田徑，成
了奧林匹克的象徵，同時也成了體育
郵票中「出鏡率」最高的一枚郵票。
是次展出是希臘在1996年為紀念奧運
100周年發行的復刻版。
1920年第一次在奧運會中採用奧運

五環旗（國際奧委會會旗）。五環標
誌最早出現在主辦國郵票上是1936年
德國柏林奧運會推出的八枚郵票，當
時人們把五環畫在郵票裡的運動員身
上，由於體操、划艇、馬術三枚郵票
的運動員身上沒合適的位置，所以八
枚郵票中只有五枚印有五環標誌。

奧運火炬郵品
此外，火炬傳遞是奧運會的一項重

要活動。1920年奧運為了紀念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中喪生的人，在開幕式上
點燃了火炬，這一形式也被往後的奧

運會承襲下來。火炬接力則是1936年
德國柏林奧運首創的儀式，當年的主
辦國郵票上就有運動員高舉火炬奔
跑。這亦是奧運會火炬首次出現在郵
票上。
1920年比利時安特衛普首次發行採

用凹版印製的郵票；以及1976年加拿
大蒙特利爾奧運會發行的一組藝術品
郵票（1975年3月14日發行）也用上
凸版印製，這兩種版式印製在歷屆奧
運會主辦國郵票中是獨一無二的。而
1920年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首屆
奧運，亦是繼1896年以後首次再有奧
運主辦國推出奧運郵票。
法國教育家皮埃爾．德．顧拜旦被

尊稱為現代奧林匹克之父。他於1892
年在索邦大學大禮堂首次公開提出舉
辦奧運會，並把範圍擴大到全世界。
1894年，顧拜旦致函各國體育組織，
邀請他們參加在巴黎舉行的國際體育
大會。同年6月16日，12國的代表在
巴黎舉行了恢復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會
議。會議決議每四年舉行一次全球性
的奧林匹克運動會。1896年，第一屆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希臘雅典正式
舉行，1959年歐洲的聖馬利諾特地發
行1枚面值120里拉的郵票紀念皮埃
爾．德．顧拜旦對奧林匹克運動會的
貢獻，而當時由意大利寄往歐洲其他
國家的郵費只需30—50里拉。
除了奧林匹克之父外，歷任國際奧

委會主席也是郵票紀念的對象，聖馬

利諾便於1959年5月19日推出一套紀
念郵票以表揚他們對奧運會的貢獻。
該套紀念郵票其中5張印有奧委會主
席，包括澤麥特里烏斯．維凱拉斯
（希臘，1894-1896年）、皮埃爾．顧
拜旦（法國，1896年-1925年）、亨
利．德．巴耶．拉圖爾（比利時，
1925年-1942年）、西格弗里德．埃德
斯特隆（瑞典，1942年-1952年）及
艾弗里．布倫戴奇（美國，1952年-
1972年）。而第6張則是意大利近代奧
運史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推動者蒙
圖．卡羅，亦是意大利最重要的運動
組織划船總會的主席。

消失的郵票
2004年主辦國希臘發行的一套全金

牌得主郵票，其中一位男運動員因事
後被驗出服用禁藥，因而取消資格，
該枚郵票亦被希臘收回，但也有部分
被收藏家珍藏下來，並於今次展覽展
出。
劉銓登為「香港收藏家協會」的資

深會員，一直以來醉心於體育運動，
因此熱衷收藏與運動有關的藏品，例
如奧運會及世界盃等運動盛事的郵
票，其中更以奧運郵票集最有規模，
是極少數藏有歷屆奧運主辦國郵品之
獨立收藏家。
實際上，從奧運郵票的內容來看，

展現民族特色是奧運主辦方一直想要
呈現的一種意境。以1988年的漢城奧

運會為例，其郵票充滿了韓民族的文
化歷史傳統，選取的是身 韓民族服
飾、正在進行《阿里郎》歌舞表演的
團體場景，另一張有關漢城奧運會的
郵票，則是將高麗時期的首都漢城的
正城門——南大門，表現在郵票上，
成為韓國歷史文化的代表。無獨有
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主辦國
前蘇聯也是將特別具有歷史底蘊的莫
斯科紅場作為郵票的圖案。從郵票
上，大家可以欣賞到紅場的列寧墓、
十二世紀時期的戰爭雕塑以及雄偉的
克里姆林宮。因此，奧運郵票，也是
一個宣傳民族歷史與文化的絕佳方
式。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的2012年
《中國歷史文化周》7月4日於香
港大會堂舉行了啟動禮，並舉辦
了全球首創的「悲鴻駿馬動
畫」，且展出了多幅徐悲鴻大師
的真跡。
本港首次展出的「悲鴻駿馬動

畫」高二米、寬八米，結合徐悲
鴻大師13幅畫作，當中包括九匹
駿馬、雀鳥以及喜馬拉雅山等大
自然風景，形成一個生機無限、
意境雋永的動畫。由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傳意設計及數碼媒體學院
的六十多位青年學員製作而成，
從資料搜集、構思、設計動態效
果到實地考察均做得一絲不苟。
他們坦言，為了追求完美的效
果，他們實地考察馬匹的動作和
肌肉紋理，並仔細了解馬匹提起
前蹄時，其他肌肉的變化，務求
在製作動畫時，可以細緻地呈現
馬匹的身體動作，達到更逼真的

效果。
來港展出畫作包括1947年的

《奔馬》，1948年的《雙馬》、
《和合二仙》，1943年的《奔馬
圖》、《戲蝶圖》、《風景》，及
書法對聯《兒童說妙法》等。而
《中國歷史文化周》今年的主題
是《翰墨傳承》，承蒙徐悲鴻夫
人廖靜文親筆題字。
徐悲鴻自幼隨父徐達章習詩文

書畫，1912年在宜興女子初級師
範學校任圖畫教員，1915年在上
海從事插圖和廣告繪畫工作。
1916年在復旦大學法文系半工半
讀，1917年留學日本學習美術。
回國後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
師。1919年赴法國留學，1923年
在巴黎國立美術學校學習油畫、
素描，並遊歷西歐諸國觀摹研究
西方美術。1927年回國，先後任
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1929年

移居南京，於國立中央大學任
教。1933年起在世界各地舉辦中
國美術展覽和個人畫展。此後重
返南京，擔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
授兼系主任。1946年任國立北平
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50年任中
央美術學院院長。曾任中華全國
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
徐悲鴻大師的藝術創作，融會

古今中外技巧，具有新穎獨特的
特色與風貌。他早期受到國畫所
啟蒙，作品白描勾勒，以意寫
景；後期留學法國，畫面強調透
視，寫實並行。徐悲鴻大師的作
品寓靜於動，往往構成一幅具有
節奏感的繪畫。正是這種中西結
合、融為一體的深厚繪畫技巧，
確立了他在中國美術史上的重要
地位。
徐悲鴻擅長素描、油畫和中國

畫，創作題材廣泛，從傳統的山
水、花鳥、動物，到人物、歷

史、神話等，無不落筆有神，畫
面栩栩如生，顯示出極高的藝術
技巧和廣博的藝術修養。國學大
師康有為便盛讚徐悲鴻的作品
「精心華妙，隱秀雄奇，獨步中
國，無以為偶。」他的畫注重寫
實，謀求形似，傳達神情，形神
俱佳，富有生氣；代表作品有油
畫《田橫五百壯士》、《康有
為》、《奴隸與獅》、《放下你的
鞭子》；中國畫則有《愚公移
山》、《九方皋》、《會師東
京》、《泰戈爾像》等，充分體
現出大師全面掌握東西方繪畫技
巧的精髓。
藝術舞台上，徐悲鴻的作品具

有高度的欣賞和研究價值。同場
展出徐悲鴻夫人、著名書畫家廖
靜文女士的書法墨寶，其作品清
雅秀美，和諧自然，筆法墨意靈
韻統一，極富藝術特色。

■文、圖：徐全

「悲鴻真跡書畫展」吸引市民駐足欣賞

體壇百年郵票
亮相本港 體壇百年郵票珍品展

日期：即日至8月12日

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9時

地點：鑽石山荷里活廣場一樓明星廣場

■以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為主題發

行的郵票。

■莫斯科奧運會

發行的郵票。

■另一枚漢城奧運會郵票。

■洛杉磯奧運會郵品。

■郵品也體現了德國的建築風格。

■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主場──

莫斯科紅場。

■立馬圖 ■奔馬圖

■當年倫敦奧運會的風貌。

體壇百年郵票
亮相本港

四年一度的國際體壇盛事即將舉行，而一向被譽為「體壇縮

影」的奧運郵票，不但反映該屆主辦國的體育及文化風貌，其

投資價值更受到收藏界和投資者的熱捧。故此，鑽石山荷里活

廣場舉辦全港首個「體壇百年郵票珍品展」，並開放予公眾免

費入場參觀，讓大家能一睹歷屆為奧林匹克運動會而發行的郵

品，走進奧運百年時光，一同認識奧運文化。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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