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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评出世界上在建的才。中国凭借奥运东风独占三席，上榜

的分别是奥运会主会场国家体育场、央视新址和首都机场三

号航站楼。 无独有偶，拥有130年发行历史的著名建筑专业杂

志《建筑新闻》在最新一期的特刊上评选出了“令人惊异的

世界十大建筑工程”，国家体育场和央视新址同样赫然在列

。 这些国际知名媒体给予中国建筑工程的高度评价，让公众

一时间弹冠相庆、奔走相告。然而，这场以奥运建设为代表

的建筑大潮，真的是我们的一场幸事吗？ “大跃进”式的投

入 《泰晤士报》在叙述中国建筑工程上榜理由时称，如果想

知道雄厚的资金和低廉的劳动力所能取得的建筑学成就，中

国在建的工程正是其中代表。世界上近一半的混凝土和1/3的

钢材被中国建筑业“吞噬”，让其他国家黯然失色。 资料表

明，悉尼、汉城、亚特兰大奥运会场馆都是用轻型钢结构，

悉尼奥运会的平均用钢量仅为30公斤/平方米,而国家体育场（

“鸟巢”）用钢量超过500公斤/平方米。 由美国建筑师诺

曼#8226.纽曼曾在媒体上表示：北京奥运会可能成为历史上规

模最宏大的奥运会，但这种宏大和辉煌也不禁让人担心，奥

运会结束后这座城市将如何有效管理那些场馆和设施。所有

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都曾遇到过这个问题，但问题的难度都

不及北京的大。 纽曼介绍说，面积只有北京奥运村四分之一

的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在奥运会后一直亏损，照目前势头看

，到2015年才能实现盈亏平衡。即便如此，悉尼奥运会场馆



设施的赛后利用仍然堪称典范，这些场馆的使用率很高，还

曾举办过2003年世界杯橄榄球赛等重大赛事。 同样，2004年

奥运会后雅典人尝到了苦头：体育场馆和辅助设施因管理艰

难而出现破败迹象。在雅典市内，古代马拉松比赛跑道两侧

的排水沟完全被废物堵塞；一座世界级的篮球馆顶棚破了几

个洞，正往下滴着水；斯科尼亚斯赛艇中心的蔚蓝色水已经

变成了褐色⋯⋯奥运会后一年，雅典为维护场馆而花费了1亿

多美元。 据统计，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共建31个比赛场馆，

有关奥运会的配套建筑更多。人们不免发问：像国家体育馆

、水立方这些容量动辄数万人的庞大场馆，在奥运会后如何

运营和利用才可以避免“鸟去巢空”呢？ 另外，根据设计奥

运会场馆周围要留出可供40多万人游走的面积，但奥运会结

束后这些场地上再也不会同时汇聚这么多人，那么留下的巨

大空间将派什么用场呢？ 问题似乎还没有答案。据了解，中

国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在奥运会后管理各个场馆设施

，奥运场馆的赛后管理工作将由分担建设成本的各国有企业

分担。 “多头管理有可能导致各场馆为争抢生意而激烈竞争

，”一位负责其中五座场馆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经理对记者

说，“但就目前而言，政府的目标和使命就是通过对典范建

筑的投入，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 “标志性建筑”标志

了什么？ 用建筑来记录历史上的今天，或许这正是标志性建

筑在享受改革开放成就的今天如此盛行的原因。古今中外，

大凡标志性建筑，都记录了一个国家或城市在特殊历史时刻

的内心悸动而备受后人景仰、成为源远流长的民族象征。 在

美国，自由女神见证和鼓舞了一个争取独立、崇尚民主的年

轻国家的兴盛。 在法兰西，凯旋门铭刻着拿破仑远征时期286



名将军的名字。 阿姆斯特丹优雅的风车，则记录了数百年来

市民抽水排涝同自然抗争的丰功伟绩。 审视今天中国新兴的

大型建筑，从国家大剧院到“鸟巢”(奥运会主体育场)，到

央视新址大楼，甚至到某些县的政府大楼，都有足以担当“

标志性建筑”的体量。但是，它们又标志了什么呢？ 近年来

，中国建筑界针对国际建筑人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国内大型建

筑设计的现象，始终争论不息。争论的内容从究竟谁该为建

设这种标志性建筑的巨额代价埋单，到批判这种现象究竟是

不是建筑的殖民倾向，不一而足。 事实上，问题关键在于：

由谁来设计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建筑能否真正彰显中国社

会的传统文明、体现中华民族的现代气派。正如著名规划专

家伊利尔.沙里宁所说：城市建筑像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

看出人们的精神和抱负。 可中国的现实似乎并非如此。 “当

下中国建筑市场的业主就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单纯

追求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了。”建筑学专家彭

培根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吴良镛院士对此深表忧

虑：“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学习吸取优秀文化的同时，

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尊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

。” 追求一个时髦新颖的标志，一座吸引眼球的纪念碑，而

不是以建造一个合理实用的建筑场馆为首要出发点，在这样

的一种价值标准下，中国的建筑正逐渐失去自身的风格。旨

在标新立异，不具标志性的所谓标志建筑，到底能有多大价

值呢？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