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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手拿“瓦尔迪”亮相

“奥运吉祥物始祖”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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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运赛事进行期间，“瓦尔迪”也保
持着极高的出镜率。慕尼黑当年甚至把
马拉松赛事的赛道规划成腊肠犬的形状，
别出心裁地将慕尼黑各个城市地标融入
其中。参赛选手从它的“脖颈”起跑，逆时
针绕过“头部”、经过“狗嘴”（宁芬堡宫公
园）、穿过“前足”（鹿园公园），其“腹部”区
域是慕尼黑市中心的主要街道，而“后脚”
和“尾部”则是风景秀丽的英式花园。最
后，选手会沿着吉祥物的“背部”一路向
前，冲刺位于奥林匹克体育场的终点。

吉祥物“瓦尔迪”在市场营销、文化
推广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它拉近了体
育赛事与社会生活的距离，尤其吸引了
青少年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其成功
为之后的奥运赛事创下积极案例，此后，
吉祥物的设计成为奥运会不可或缺的传
统。不少经典吉祥物形象令人们印象深
刻，在国外媒体各类“最佳奥运吉祥物”
评选中，北京 2008 年奥运会推出的“福
娃”系列、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经常榜上有名。 本报综合消息

其实在“瓦尔迪”之前，法国人在1968
年的格勒诺布尔冬奥会期间就已经萌生

“ 代 言 ”意 识 ，创 造 了“ 奥 运 吉 祥 物 始
祖”——“滑雪者舒斯”。遗憾的是，“舒
斯”生不逢时、一直未能获得官方认证，至
今仅被国际媒体追授为“奥运历史上首个
非官方吉祥物”。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舒斯”的
命名源于德语单词“Schuss”，其字面意
思为“高速直线滑雪”。“舒斯”这一人
物形象非常简明，其主色调为蓝色，拥
有乒乓球一样的头部，上面是一张笑
脸，躯干和腿部呈现“闪电”线条，整体
立在滑雪板上，以凸显冬奥会赛事主
题。

“舒斯”为设计师阿琳·拉法格设计，
其灵感来自法国滑雪国家队，试图通过一
个具有“空气动力美感”的形象映衬法国
人充满活力的性格、运动员对力量与速度
的追求，以及冬季运动的魅力。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CNN）披露，“舒斯”的设计
工作极其仓促，拉法格只用了一个晚上定
稿、出图。

法国人的意识过于超前，“舒斯”诞生
之时，“吉祥物”的概念并不存在，国际奥
委会也没有相应的规章条文来认可它的
位置，为此“舒斯”一直被称作“奥运人物”
而非“奥运吉祥物”，时至今日也未被官方

“收编”。
不过，“舒斯”在文化宣传和商业推

广层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它的出现为奥
运吉祥物的引入提供了重要参考。法国
市面上曾涌现手表、钥匙扣、别针以及充
气玩具等一系列的“舒斯周边”。虽然国
际名气远不及后辈“瓦尔迪”，但“舒斯”
在法国人气颇高，经常在文化传媒领域
现身，如“出演”动画电影、音乐剧等，甚
至有法国水果甜点专门被命名为“水果
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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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彩色电视节目早已普及，成为寻常百
姓家的日常，陪伴人们度过许多难忘的时光，它
真实传达了世界的模样，受到人们的喜爱。而
世界上第一个彩色电视节目播出是73年前的
事。

1951年6月25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播放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彩色电视节目。节目
时长约 1 小时，是一档综艺节目，简称为“首
映”，邀请了埃德·沙利文、加里·穆尔、法耶·爱
默生、阿瑟·戈弗雷等名人参加。“首映”从当天
下午4时35分到5时34分播出，虽然只播送到
了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4个城市，
颜色还原也不太生动，但仍是成功的。

两天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开始定期播出
彩色电视连续剧《世界是你的！》，主要内容为苏
格兰博物学家伊万·T·桑德森在旅行中见到的
历史文物和动物，桑德森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
环游世界，收集动物。节目于每周工作日下午
定时播出。

在《世界是你的！》播出一个半月之后，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开始尝试新的节目类别——播出
第一场彩色棒球比赛，布鲁克林道奇队和波士
顿勇士队在纽约布鲁克林埃贝茨球场进行对
决，最终勇士队以8:4获胜。

虽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成功推出诸多彩
色电视节目，但并没有在美国公众的日常生
活中引发很大水花，甚至第一个彩色电视节
目播出时，几乎没有人收看。这是因为当时
绝大多数人只有黑白电视机，没有彩色电视
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自己也仅拥有 30 余台
彩色电视机。

彩电普及的背后是一段激烈的竞争故事。
早在1950 年的时候，美国两家公司：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竞相研制彩色电视
节目系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系统于1950年
10月首先获批，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系统则因为
低画质未获通过。这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彩
色电视节目的推出上略胜一筹，然而该公司并
未成为最后的赢家。

节目成功播出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希望
让制造商用他们的系统生产彩电，却因为制造
成本太高、图像闪烁、与黑白电视机不兼容等问
题受到多数制造商抵制。

另一方面，美国无线电公司一边积极开
发兼容黑白电视机的系统，一边向电视机经
销商去信，希望他们不要出售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的“不兼容、将使现有黑白电视机淘汰”
的产品，阻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彩电销售
方面的进展。

1953年12月，美国无线电公司改进的系统
获得了官方批准。该系统解决了与黑白电视机
兼容的问题，让美国绝大多数人的黑白电视机

“不被淘汰”。显然，美国无线电公司最终赢得
了彩电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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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腊肠犬，首个奥运官方吉祥物

20世纪60年代初的彩色电视

1951年

彩色电视节目世界首播彩色电视节目世界首播

“奥运吉祥物始祖”，由法国人设计

“奥运吉祥物”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独特
的文化符号，通常以卡通化的人物或动物形
象呈现，它们承载着主办国的地域特征与人
文特色，在传递体育精神的同时也创造着巨
大的经济效益。在即将举办的2024年巴黎
奥运会中，法国以传统的弗里吉亚帽为灵感
设计了吉祥物“弗里吉”，传递该国崇尚的自
由精神。据奥林匹克专题新闻网“赛事内
幕”报道，奥运会首个官方吉祥物“瓦尔迪”
诞生于1972年的联邦德国慕尼黑奥运会，
它是一只“多彩的”腊肠犬，距今已经有50
多年的历史。

1970年7月，时任慕尼黑奥组委主席威
利·道梅在奥运赛事主场馆封顶仪式上向
时任国际体育新闻协会主席费利克斯·列
维坦赠送了一只憨态可掬的腊肠幼犬。道
梅表示，这只小狗名叫“奥林匹亚-瓦尔
迪”，腊肠犬将成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吉
祥物的原型。在不少媒体看来，道梅赠犬
一事相当于奥运历史上首个吉祥物的非正
式“官宣”。

这场表面轻松愉快的“官宣”背后，是
慕尼黑奥组委的周密考量——1972年夏季
奥运会是德国承办的第二届奥运会，该国

1936年首次当东道主时还处于纳粹统治时
期。为扭转国际形象，西德政府努力向全
球呈现国家民主、人民乐观的一面，将1972
年奥运会办成一场“欢乐的赛事”是官方定
下的基调。

其实在“瓦尔迪”定稿之前，奥组委推
出过多种吉祥物设计方案，譬如雄狮、猛
禽、多位身着民族传统服饰的人物形象，以
及巴伐利亚传说中的神兽、带有尖牙利齿
的鹿角翼兔“沃尔珀丁格”。这些方案都被
道梅一一否决，主要是认为这些形象压迫
感太强、不具亲和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

战对人类文明造成的破坏。
经协商，组委会一致同意选择德国土

生土长的腊肠犬作为慕尼黑奥运会的吉祥
物原型。腊肠犬又名猪獾犬，它们虽然外
表“呆萌”，但是正经猎犬，其耐力、敏捷和
韧性也是体育健儿的必备特质。另一方
面，腊肠犬又是出名的忠犬，对人类非常友
好，深受人们喜爱，道梅本人就是腊肠犬爱
好者。更重要的是，该犬种的形象与雄狮、
猛禽等恰成鲜明对比，十分符合官方基
调。媒体先前展开的民调也显示，读者群
体对腊肠犬当“吉祥物”反馈积极。

在“瓦尔迪”的绘制过程中，德国设计
师奥托·艾舍团队选取一只名为“勃肯霍
夫”的纯种腊肠犬为原型。为了与市面上
大量的腊肠犬玩具区别，设计团队在色彩
上做足了功夫——“瓦尔迪”的头部和尾
部为蓝色，其躯干部分加入了黄、绿、橙等
多种颜色，以映衬奥运五环旗，不过，“瓦
尔迪”的身上并没有奥运五环中的黑、红
两色，据称这是有意“避嫌”——黑色和红
色是纳粹党党徽的主色。

“瓦尔迪周边”产品面市后取得巨大

成功，在奥运会开幕前就“火”了起来。
1971年纽伦堡国际玩具展上，德国厂商陆
续推出“瓦尔迪”塑料玩具、毛绒玩具、木
制工艺品，有些玩具还可以活动头部和尾
部；之后，“瓦尔迪”又被制成钥匙扣、纽
扣，被印在海报和贴纸上远销海外……据
媒体估算，该吉祥物的各类周边产品共计
卖出200万件，整个奥运会期间，奥组委为
厂商签发了50份特许经营许可。时至今
日，国内外一些电商平台仍在贩售“瓦尔
迪”周边产品，且售价不菲。

在开幕前就在开幕前就““火火””了起来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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