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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新中国 70 年光辉历程时，我始终忘

不了在当代中国体育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位十

分耀眼的“明星”，他就是出生在上海的田径运

动员朱建华。在 1983 年 6 月到 1984 年 6 月，当

时只有 20 岁的朱建华创造了一年之内三次打破

世界纪录的“奇迹”，令国人精神振奋、令世界

体坛震惊！对于我而言，最令人难忘之处还在于，

我曾亲眼见证了朱建华第二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一

瞬间，以及围绕这个历史时刻发生在我与清华体

育教育家夏翔先生之间的一段佳话。

1983 年 6 月 11 日，朱建华在北京举行的第

五届全运会田径预赛中以有力的一跳，征服了

2.37米的高度，首次成功打破2.36米的世界纪录。

他成为继倪志钦在 1970 年 11 月 8 日以 2 .29 米的

成绩第一次创世界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之后，第二

位打破世界纪录的中国跳高运动员。更厉害的是，

朱建华的破纪录旋风仅仅才开始！时隔 102 天后

的 9 月 22 日，他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跳

高决赛中又越过了 2.38 米，把自己保持的世界

纪录又提高了宝贵的“一厘米”。九个月后的

1984 年 6 月 10 日，在德国埃伯斯塔特（Eberstadt）

国际跳高比赛中，朱建华再次以 2.39 米的成绩

第三次成功刷新世界纪录，成为一年之内“三破”

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风云人物！

在我的集邮珍藏中，有一枚特别为朱建华第

二次打破男子世界跳高纪录制作的纪念封。这枚

纪念封的构成是这样的，左下角是第五届全运会

会徽图案，右侧贴着第五届全运会纪念邮票中的

“会徽”和“跳高”双联票，中间位置横贴着比

赛所在地“上海市虹口体育场”当天的入场券。

纪念封上部中间位置不仅有朱建华的亲笔签名，

同时还有他的教练员胡鸿飞和时任国家田径队总

教练黄健的签名。在入场券的下方位置上有“第

五届全运会田径总裁判夏翔 ”签名和钤印。信封

的左上角有一段用标准仿宋体写下的文字“朱建

华，1983 年 9 月 22 日 17 时 15 分在第五届全运

会跳高决赛中，以 2.38M 的成绩打破他本人创造

的 2.37M 的世界纪录，成为目前世界上跳得最高

惊世一跳永留名

    袁帆

—— 朱建华跳高世界纪录纪念封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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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飞人’。”

按照集邮界的通行规则，这枚纪念封具有能

够证明重要事件“时间、地点、人物、主题”的

所有信息，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珍贵邮品！其中

最难得的是，签名的人物包括了事件的主角“朱

建华”，对他影响最大的教练员“胡鸿飞①”和

国家田径队的总教练“黄健②”，还有就是鉴证

朱建华打破跳高世界纪录的田径总裁判“夏翔③”。

毋庸置疑，能将这样四位关键人物同时集中在一

起，共同签名见证一个重要事件，这样的纪念封

异常珍贵！那么，这枚具有唯一性的“文物级”

纪念封是如何“诞生”的呢？ 

时间要回到 36 年前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

运会，那时我已从清华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工作。

当我得知清华大学体育教授夏翔先生担任全运会

田径总裁判，就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早在当年

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训练时，我与夏老建立了很

深的师生情谊，因此这次他来上海执裁全运会，

特意准备了重要田径比赛场次的门票让我去现场

观摩。当时因为朱建华正处在最佳运动状态，所

1983 年 9 月 22 日 朱建华打破男子跳高纪录的历史镜头

① 胡鸿飞（1925—2001），著名跳高教练，为培养朱建华付出巨大努力，曾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② 黄健（1927—2010），著名田径教练，曾担任中国国家田径队总教练，曾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③ 夏翔（1903—1991），中国著名体育教育家，曾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曾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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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家在赛前就预测他有再次破纪录的可能，对

即将到来的跳高决赛充满期待。作为一个集邮爱

好者，我也在考虑如何制作一枚纪念封来纪录可

能出现的重要历史时刻。于是我首先用铜版纸裁

剪制作了一枚 190MM×150MM 的大号信封，构

思了邮票、入场券、签名、说明等各项要素的布局，

提前做好了必要的所有准备，真可谓“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1983 年 9 月 22 日， 星 期 四， 农 历 八 月

十六，天气晴朗，气温适中，容纳四万人的虹口

体育场内座无虚席，大家都在等待一个重要时刻。

下午五时许，跳高决赛已经开始，当身穿“173”

号背心的朱建华上场时，全场掌声四起，一起为

他加油。朱建华从 2.22 米轻松起跳，之后一次

起跳越过 2.26、2 .30 米两个高度。此时赛场上只

剩他一人，在两次试跳“飞”过 2.34 米之后，

最后的横杆高度直接升至了 2.38 米，这比他在

三个月前创造的 2.37 米世界纪录又提高了一厘

米。第一次试跳，起跑、加速、跃起！可惜身体

重心稍低，擦落横杆。稍事调整之后，朱建华又

站在了起跑线上，随着一连串干净利落的动作之

后，只见他高高跃起，以背越式的标准动作“飞”

过了横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顿时，全

场欢声雷动。

而我除了和全场观众一起为朱建华欢呼之

外，这时候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如何将我准备的

纪念封全部完成的目标上。接下来的第一步，我

必须立刻去邮局为邮票加盖当天的邮戳。而这时

候已是傍晚六点钟，附近的邮局都下班了，全市

只有位于四川北路桥的邮政总局还在营业。于是

我立刻赶到距离体育场几公里以外的总局营业

厅，在信封上的邮票旁加贴当天的比赛入场券。

当我把这枚纪念封交给邮局职工，并与他分享朱

建华刚刚打破世界纪录的消息。这位邮局职工听

朱建华打破世界纪录的过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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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后也非常高兴，按照我的要求认

真、仔细地盖好了两枚带有“上海、

甲”字样的“1983 .9 . 22 . 20”日戳，

使这枚纪念封具备了最权威的邮

政时间要素！

接下来就是请朱建华签名这

个“重头戏”了。我迅即赶到位

于天潼路的新亚饭店，找到刚从

体育场回到住处的夏翔先生，拿

出了我的这枚自制封。同样还沉

浸在喜悦中的夏老了解我的意图

后连声说“好”，一口答应了我

请他去找朱建华签名的请求。说

实话，当时我心里也没有把握，

不知道最后能否顺利的“如愿以

偿”？在忐忑中度过了两天后，接到了夏老传来

的好消息，说“事情办好了”，要我去他住处拿。

当我迫不及待地再次赶到“新亚”，从夏老手中

接过我的自制封时，简直惊呆了！原来，在信封

上不仅朱建华签了自己的名字和破纪录的时间，

胡鸿飞教练和黄健总教练两位重要人物也一起在

信封上签名。照夏老的话来说，就是“超额完成

了任务”！接着，我请夏老也在封上签名，他欣

然应允。除了签名，还特意拿出了他随身携带的

工作名章，就像在“朱建华比赛成绩纪录”上盖

章签证一样，在自己的名字后面郑重钤印，这就

进一步加重了这枚纪念封的史料价值！

此时，这枚纪念封还有最后一道工序没有完

成，那就是在信封的左上角书写朱建华打破世界

纪录的简要说明。当我拿起墨水笔，面对已经有

四位重要当事人签名的纪念封，心情既激动又紧

张，“激动”是因为纪念封的珍贵，“紧张”是

因为每一个字都只能一次过，没有写坏重来的可

能！在反复演练了几遍之后，我静下心来，拿出

在清华练就的“建筑字”看家本领，一气呵成写

下了 70 个字的说明，一枚珍贵的纪念封终于完

美呈现！

在那段佳话之后的几十年里，每当我看到这

枚纪念封，就会想起朱建华打破世界纪录时激动人

心的精彩画面，就会回想起夏翔先生对我制作这枚

纪念封的全力支持。没有夏老的善意理解，没有夏

老的亲历亲为，就不可能有这枚纪念封的诞生。要

知道，身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夏老当时已经年届

八十，却为满足晚辈的心愿不遗余力，一丝不苟。

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心生感动！这枚纪念封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人文精神，既是对中国体育史

上一个历史时刻的真实记录，也是体现一位著名体

育教育家高尚品格德行的生动载体。正是因为如此，

我在 2018 年 10 月 17 日毅然将这枚珍贵的纪念封捐

赠给了清华大学档案馆 永久收藏，让它成为夏老

为中国体育事业贡献一生的佐证，同时寄托我们对

夏老的永远怀念！这正是：

建功立业跳高场，华夏振奋凯歌响；

鸿惊健儿创奇迹，飞人翔空多辉煌！ 

（作者为清华大学 1975 级建工系校友）

夏翔先生在纪念封上亲笔签名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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