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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4_E9_92_A2_E5_c57_615760.htm 一个21世纪的建筑，

而非上世纪90年代过分表现技术脱离建筑本质的建筑。结构

即外观。建筑史上原创的，具有推动性的伟大建筑，一个面

向未来的宣言。 一个虽然体形庞大却具有人的尺度，而非纪

念碑式的建筑，一个完全开放性的体育场。 一个提供最佳比

赛氛围和创造更多世界纪录的体育场。人群构成建筑。 鸟巢

设计方案宣传卡片上的话 中方主设计师仅34岁 被中国媒体和

百姓称为“鸟巢”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国国家体

育场建筑设计方案在毁誉参半的争论中在疑惑不解的目光中

当然更是在喝彩和欢呼声中终于从十多个方案中胜出。 许多

人对这个鸟巢方案已有所了解，它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与

瑞士赫尔佐格和迪穆龙建筑师事务所合作设计联合体的作品

。李兴钢，就是这个作品的中方主设计师。 2002年11月份，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决定与瑞士建筑师事务所合作成立一个

设计联合体，报名参加国家体育场设计竞赛，院方决定由李

兴钢为中方的主设计师来参与此次设计工作。 在此之前，李

兴钢并没有做过体育场的设计，当然，院方决定由他来参加

，与他这些年来的业绩有关，34岁的李兴钢现任中国建筑设

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

筑师，曾搞过北京兴涛展示接待中心等多项著名设计，显露

出他脱俗的设计观念和不凡的专业才华，被业界人士看好。

合作方瑞士的建筑事务所是世界闻名的，这个事务所里的建

筑师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建筑设计风格，这就要求中方的设计



师具有相应的设计品位和可以与之对话的水准；同时还要有

一定的外语基础，可以和对方很好地沟通。李兴钢以其实力

自然成为最佳人选。 鸟巢并不是设计的初衷 李兴钢说：“这

是一个结果，或者说是结果之一，不是原因，也不是起因。

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们会看很多和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比如

传统器物、盆景、艺术品、建筑、自然风景等等，看的多了

之后，这些元素就会融到建筑师的意识里面，当你表达出来

后，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不是它们其中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

，表达出来之后是很抽象的。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好处就

是它不是具体的，每个人都会根据他的意识得出属于他自己

的一个想象。我们并没有想做一个鸟巢，或是一个容器之类

的东西，后来大家看到这个设计时一定要问这和中国文化有

什么关联，那么，也许你可以联想到这些，想像到和中国有

关的文化。” 他还说：“这个设计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很朴

素的作品，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表现出来的结果又是一

个比较独特的风格和形象。我觉得主要原因是现在许多建筑

师都在做一些时髦的、取悦于大众的设计，同时也让很多人

习惯了这个角度的审美，当一个朴素的东西出来后大家反而

不习惯了，觉得它怎么也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建筑、不像

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体育场。其实，这正是我们想要做的，我

们想要把它做成一个最本质的体育场，我们觉得以前的有些

体育场过度追求技术化的、追求一些与体育不是很有关系的

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独特的。那么，一个独特的东西

出来后肯定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们相信公众的审美

是会随着时间来变化的。当然，我们不想做任何导向，我们

只想做这样一个东西把它放在这儿，希望它经得起时间的考



验。” 鸟巢的看台是一个均匀而连续的环形，像一个碗的形

状，在这样的赛场里面，人们的焦点会集中到体育馆里的赛

事本身，而不是去关注这个建筑有什么样的形式。可以想像

在一个碗形的看台里，如果坐满了观众，人群涌动就成了建

筑的一部分，会形成一种非常热烈的气氛，这种气氛又可以

激发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所以可以说这种造型的体育馆是比

赛场的最佳状态。如果站在古罗马的体育场里，我们不会在

乎它的建筑形式，只会关注里面的竞技运动员本身。从这个

意义上讲，它就不会是过时的，因为体育的精神是永恒的。

所以，不少人认为，在20年后大家仍然会觉得这个鸟巢体育

馆还是一个好东西。 中瑞两国设计师的结晶 为搞设计，李兴

钢在瑞士待了两个月。可以说，鸟巢设计是中瑞两国设计师

智慧的结晶。 奥运主场馆的设计招标书里规定的造价控制

是40亿元人民币，鸟巢设计的造价估算是38.9亿元人民币左右

，比规定稍低一些。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不同评价，李兴钢淡

然一笑：“我自己来判断自己的作品，还没有到那种可以让

别人来评论的时候，不是别人不能评论，是因为我刚刚起步

，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有一些感悟、开始真正的做一个好的建

筑，我甚至都希望以前是一个空白，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以前作品中会有一些遗憾，都是在学习过程中的、不能称为

真正意义上的可以被评论的作品。有人说，我们这个行业是

一个老年人的行业，因为它需要经验与积累，我这个年龄在

这个行业来说是属于小字辈的，只能说刚刚起步，我现在有

的也许只是对好的建筑的认知和对话的能力。”他觉得，21

世纪的建筑不只以表达技术为目的，而是更多的以人文关怀

为主，他的建筑理念里似乎有很多类似的东西。 有人说，做



建筑不光是一件技术上的事，而是一个情感上的事。李兴钢

认为，后者是更重要的，当然这个情感不是狭义的，相对技

术方面来讲，建筑中人文方面的东西更重要一些。人对一个

建筑是充满希望的，希望这个建筑会给他感动，希望进入这

个建筑空间会给他带来惊奇和神往，让他愿意在里面走动、

驻足，甚至静思默想，让他永远还想再来。技术是辅助性的

，帮助人、帮助建筑师把这个东西建造起来。 随着越来越多

的国外建筑师参与北京的建筑设计，北京的建筑会越来越好

，国际性的水准也会越来越高，完全可能出现在世界上叫响

的建筑作品。我们希望奥运主场馆的鸟巢建筑会名列其中。

当然，这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我们拭目以待。1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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