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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出台后，各种纷争也随之愈演愈烈，有建筑上的，有经济

上的，有文化上的。观点虽然各异，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

国家体育场甚至奥运会的账确实不好算⋯⋯ 若干年后，2008

年北京奥运会将以其鸟巢形象，而为世人铭记在心。 5月11日

，中、瑞建筑师共同设计的鸟巢方案，被确认为北京奥运会

主体育场的最终实施方案。消息传出后，中国建筑界再度哗

声四起。很多人认为，中国大地又一次成了国外建筑师的跑

马场。在此之前，已有两大标志性建筑国家大剧院的蛋形剧

场、CCTV的Z形摩天大楼，被国外的建筑师抢走了。 在中外

洋土、民族特色、文化传统的争论中，很多人其实忽略了一

点：国家体育场骨子里是一个体育场，有它自己在体育上的

特性，必须符合体育比赛的规律，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论

争，多少有些空泛。 受到高度认同的鸟巢 今年3月，由瑞士

建筑师赫尔佐格、德梅隆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的

鸟巢方案，在中外13个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被评审委员会

列为惟一的重点推荐方案。两个月后，鸟巢方案不出人们所

料，博得了绝大多数评委的欢心，以8票赞成、2票反对、2票

弃权、1票作废的成绩当选。 评委会由13名建筑师和相关专家

组成，中方7人、外方6人。外方评委包括了获得2000年普利

茨克奖(被认为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的荷兰建筑师库哈斯。 

库哈斯也是近年在中国淘到了金的外国建筑师，CCTV的新

台址工程已落入其手。至于这回拿到了头彩的赫尔佐格和德



梅隆，则是2001年普利茨克奖得主，在国际建筑界的地位和

功力不容否认。 据说，鸟巢方案能获得如此高的认同，在中

国现今日益加剧的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中并不多见。评委会对

它评价甚高，认为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鸟巢的

设计方案做了如此表述：场馆设计如同一个容器，高低起伏

变化的外观缓和了建筑的体量感，并赋予了戏剧性和具有震

撼力的形体。国家体育场的形象完美纯净，外观即为建筑的

结构，立面与结构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结构的组件相互支撑

，形成了网络状的构架，就像是树枝编织的鸟巢。 赫尔佐格

和德梅隆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讨好也隐约可见：国家体育场灰

色的钢网外壳由透明的膜材料覆盖，里面建有一个土红色的

碗状看台，恰似北京故宫青灰色的城墙内，红墙垒就的古代

宫殿。这被人认为饱含东方式的含蓄美。 同时，整个体育场

室外地形将隆起4米，坡地内里做附属设施(停车场等)之用。

奥运会期间2万活动坐席将分布在体育场的最上端，比赛结束

活动坐席拆除后，这里将栽花种树变成一个空中花园。 可开

启的活动屋顶则是鸟巢另一不可或缺的部分。合上后，体育

场将成为一个全封闭的室内赛场，可以自如地应对天气的变

化。 鸟巢让人感到亲切和安定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研究所所

长、博士生导师梅季魁教授，是此次竞赛的中方评委之一。

梅教授从1978年起开始从事体育场馆的设计，北京朝阳体育

馆、石景山体育馆都是他的作品。由他领衔的哈工大建筑研

究所，在国内体育场馆等大空间公共建筑中处于领先地位。 

梅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评委会要求，国家体育

场设计竞赛有三大命题：第一必须能容纳10万人，第二必须

要有活动屋顶，第三必须符合北京奥运会科技奥运、绿色奥



运和人文奥运的理念。 在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后，设计方案还

必须个性鲜明。这是指：建筑形象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

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与历届奥运会的场馆相比，应该有自己

的特点，不能看起来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梅教授表示，这需

要很好的创意，否则很难取胜。但仅有创意还不够，它还必

须满足功能、技术和经济上的要求。 与其他建筑设施相比，

体育场馆功能性的要求很强。国际奥委会和众多的国际单项

体育联合会对此一向严格把关，以符合比赛的需要，不能随

便讨价还价。技术上的分量也很重，在结构设计上不能随心

所欲。最后是经济上的考虑，国家体育场计划投资40亿，比

国家大剧院的投资多了将近10亿。 鸟巢方案基本满足了上述

要求。它的形象乍看起来令人惊讶，但仔细琢磨，自有它的

道理。鸟巢的形状不仅让人觉得亲切，而且还给人一种安定

的感觉。梅季魁教授说。 抛开鸟巢的具体形象不提，这一方

案还忠实于体育场空间的特点，坐席布局合理。梅教授打了

个比方，这就像穿衣服一样，再怎么花哨，也要和身体结合

起来。 另外，该方案的建筑造型以结构构件为主，在建筑和

结构的结合上做得比较好，发挥了技术美学上的潜力。 基于

这些理由，梅教授投了鸟巢方案一票。不过他坦言，也有人

担心它会像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样，在建

筑界引起巨大的争议。 活动屋顶和活动坐席 目前围绕鸟巢方

案的最大争议是：到底有没有必要修建活动屋顶和活动坐席

？ 梅季魁告诉记者，在活动屋顶上，设计单位上报的预算出

入很大，一些复杂的方案只报了5个亿；一些不太复杂的，却

报了12个亿。这说明在活动屋顶上，很多单位都缺少经验。 

据悉，评委会的竞赛方案之所以强调要有活动屋顶，主要是



为了体现科技奥运的理念。另外，迄今为止奥运会主体育场

有活动屋顶的，中国是第一个。但这给设计和施工增加了不

少难度可能在这上面下了很大工夫，实际却没有想象中那么

有用。 众所周知，中国许多地方的体育场馆，一年能有多少

场体育比赛屈指可数，即便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在这一前

提下，活动屋顶能有多少用武之地，很值得商榷。 用另一位

评委、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周干峙的话来说，一年

之中能碰上既下雨、又有比赛的日子，恐怕还不到1%。 有人

会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要是奥运会开幕时老天不作美呢

？但问题是有比活动屋顶既省钱又有效的替代方案，比如说

可以用充气漂浮的飞艇、气球来满足顶盖开启、移动和关闭

的需要。 梅季魁估计，活动屋顶的建设费用将在5到10亿元之

间(总工程投资的1/8到1/4)。而且设备要求很高，比如以采用

微调技术控制的电梯来说，很容易出问题，稍不合适就动不

了。因此他的意见是，活动屋顶可做可不做，用处不大，花

钱不少。 除了活动屋顶，体育场10万人的规模也值得商议。

在梅季魁看来，8万坐席足够了，另外2万活动坐席没有必要

。至于奥运会结束、活动坐席拆除后建空中花园，也显得不

切实际。北京那么多公园，到时有多少人会跑到鸟巢里观赏

那些花草树木？ 这当然涉及到成本的问题。活动坐席的修建

一般要比固定坐席贵2到5倍，以一个活动坐席贵几百块钱来

说，乘以2万，也要多支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因此，活动

坐席究竟怎么活动，才能节省成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 梅季魁认为，鸟巢的结构不是很突出，实际上是一般结构

，也不是很先进，但却要多花钱。这让人想起了悉尼歌剧院

：由于设计上的一些难点，工程历时14年才完成，造价从700



万美元膨胀到了1.2亿美元，比预算增加了17倍。 让人操心的

后奥运 除了这些奥运会前的投资，还有一个后奥运经济账的

问题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大量的体育设施如何有效利用

？2000年悉尼奥运会结束后，曾花费巨资兴建的奥林匹克公

园处境艰难，几乎处于闲置状态，就是例证之一。从昔日的

人满为患到现在的门可罗雀，反差何其大也。虽然偶有大型

体育赛事在这里举行，但对每年5000万澳元的维护费来说，

这点收益只是杯水车薪。 北京组委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

悉，计划兴建的奥林匹克公园，北端将建设北京最高的建筑

物世贸中心，公园内还将建设展览中心等，这些场馆和设施

在奥运会后将成为商业、休闲和娱乐中心。 最近十几年，梅

季魁曾到慕尼黑、蒙特利尔、洛杉矶、东京等举行过奥运会

的城市做过考察。在体育场馆奥运会后的利用上，国外一些

城市做得也不是很成功：要么承揽一些单项世锦赛、要么举

办文艺演出和大型晚会、要么改做他用。 慕尼黑奥林匹克体

育场做得相对好，它除了是德甲拜仁慕尼黑和慕尼黑1860队

的主场外，每年的演出场次也不少，中国的东方歌舞团就曾

在这里演出过。但据说贝肯鲍尔现在对这一球场已经不满意

了，正在兴建一座新球场，以作为2006年世界杯的主会场。 

也有状况非常不好的，像蒙特利尔1976年奥运会后，主体育

场后来被改造成了一个棒球场。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上任后

，致力于为奥运会瘦身，缩小规模、减少开支，自有其来由

。他甚至公开表示，奥林匹克主体育场是一座费钱费事的累

赘建筑。 归根结底，奥运会只是一次持续一个月左右的运动

会，是扩大了的全运会或大运会。当然，奥运会的账到底怎

么算，不能仅仅计量经济上是盈是亏，因为它还有其他巨大



的影响力，而且事关国家形象。有人称此为虚算有余，实算

不足。 专家们表示，中国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水平不高。

很多体育场馆一年经营下来，能把设施维护、人员工资的钱

挣出来，就已经不错了。国家体育场的账确实不好算，视之

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或许会好点。(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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