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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奥运会，作为人类传统的体育盛会，以五环辉耀的奥林匹克精神，牵动着五大洲不同肤色亿万观众的
心。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世界体育健儿展示力与美的舞台，是传承人类共荣和谐梦想的载体，也为世界建
筑界搭建了一个展现多元的建筑文化、最新的建筑设计理念、建筑技术与材料、建筑施工与管理水平
的竞技场。
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为奥林匹克精神与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东方的第一次相会，更为中国建筑师及世
界各国建筑师们提供了展示建筑创作才华与智慧的机会：国内外的建筑师的合力参与，现代建筑形式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都赋予了北京奥运建筑迥异于历届奥运建筑的独特性，并将成为一笔丰赡的
奥林匹克文化遗产和人类共享的世界建筑遗产。
随着2008年的到来，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决胜之年。
而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重头戏——奥运场馆建设，在陆续完成主要建设工程后，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后
续工作，并抓紧承办测试赛的机会，对场馆设施和服务进行了最后阶段的至关重要的检测。
奥运场馆的相继亮相，以及奥林匹克公园、国家会议中心、数字北京大厦、奥运村等奥运会的相关设
施的落成，都为北京现代新建筑景观增添了吸引世人聚焦的亮点。
而由著名建筑大师及建筑设计事务所参与设计的奥运场馆，诸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
中心（“水立方”）等，更成为北京新的地标性建筑。
2008年北京奥运会新建场馆15处，改扩建场馆14处，临建场馆7处，相关设施5处。
其中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北京射击馆、国家会议中心、奥林匹克公园、奥运村
、媒体村、数字北京大厦等新建场馆以及相关设施，或者由世界上知名的设计师及事务所设计，或者
拥有世界体育建筑中最先进的技术设备。
无论从设计理念上，还是从技术层面上，这些建筑都承载了北京现代建筑的最新的信息，体现了北京
奥运会“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宗旨，成为2008年国际建筑界关注的热点。
向世界展示北京奥运建筑、宣传奥运建筑也成为中国建筑界义不容辞的一项责任。
为共襄盛举，中国建筑学会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了这套“2008北京奥运建筑丛书”，
以十卷精美的出版物向世界全面展现北京奥运建筑的风采。
用出版物的形式记录北京奥运建筑的设计理念、先进技术、优美形象，是宣传和展示2008年北京奥运
会的重要方式，这既为世界建筑界奉献了一套建筑艺术图书精品，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奥林匹
克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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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奥运会，作为人类传统的体育盛会，以五环辉耀的奥林匹克精神，牵动着五大洲不同肤色亿万观
众的心。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世界体育健儿展示力与美的舞台，是传承人类共荣和谐梦想的载体，也为世界建
筑界搭建了一个展现多元的建筑文化、最新的建筑设计理念、建筑技术与材料、建筑施工与管理水平
的竞技场。
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为奥林匹克精神与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东方的第一次相会，更为中国建筑师及世
界各国建筑师们提供了展示建筑创作才华与智慧的机会：国内外的建筑师的合力参与，现代建筑形式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都赋予了北京奥运建筑迥异于历届奥运建筑的独特性，并将成为一笔丰赡的
奥林匹克文化遗产和人类共享的世界建筑遗产。
　　随着2008年的到来，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决胜之年。
而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重头戏——奥运场馆建设，在陆续完成主要建设工程后，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后
续工作，并抓紧承办测试赛的机会，对场馆设施和服务进行了最后阶段的至关重要的检测。
奥运场馆的相继亮相，以及奥林匹克公园、国家会议中心、数字北京大厦、奥运村等奥运会的相关设
施的落成，都为北京现代新建筑景观增添了吸引世人聚焦的亮点。
而由著名建筑大师及建筑设计事务所参与设计的奥运场馆，诸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
中心（“水立方”）等，更成为北京新的地标性建筑。
　　2008年北京奥运会新建场馆15处，改扩建场馆14处，临建场馆7处，相关设施5处。
其中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北京射击馆、国家会议中心、奥林匹克公园、奥运村
、媒体村、数字北京大厦等新建场馆以及相关设施，或者由世界上知名的设计师及事务所设计，或者
拥有世界体育建筑中最先进的技术设备。
无论从设计理念上，还是从技术层面上，这些建筑都承载了北京现代建筑的最新的信息，体现了北京
奥运会“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宗旨，成为2008年国际建筑界关注的热点。
向世界展示北京奥运建筑、宣传奥运建筑也成为中国建筑界义不容辞的一项责任。
　　为共襄盛举，中国建筑学会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了这套“2008北京奥运建筑丛书
”，以十卷精美的出版物向世界全面展现北京奥运建筑的风采。
用出版物的形式记录北京奥运建筑的设计理念、先进技术、优美形象，是宣传和展示2008年北京奥运
会的重要方式，这既为世界建筑界奉献了一套建筑艺术图书精品，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奥林匹
克文化遗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故韵新声>>

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综述经营故韵放新声奥体中心体育场奥体中心体育馆英东游泳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工人体
育馆首都体育馆丰台体育中心垒球场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沈阳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上海体育场编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故韵新声>>

章节摘录

插图：《故韵新声》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京奥运建筑丛书”十卷本中的一卷，集中表现这次
奥运会的改扩建场馆，严格说就是一个利用原有设施的合集，这里面实际上反映了许多需要思考和分
析的问题。
首先要从奥运会本身说起，夏季奥运会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从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所设
的9个比赛项目开始，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已经发展成为有近30个比赛项目的众多比赛内容，其中项目
时有增加、更换，如高尔夫、垒球、马球、橄榄球等。
到目前国际奥委会将举办项目固定在27～28个左右，这样一来对于主办城市来说，除去比较特殊的水
上项目、马术项目以外，还必须提供主会场，足球预赛场4～5个，万人以上的体育馆2～3个，万人以
下的室内馆8～10个，室外场地9～10个，室内或室外游泳设施1～2个，还需要训练场地若干，这样大
量的体育设施仅供不到20天的大会使用，的确对于主办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在国际奥委会眼中，一直以为必须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才有能力举办夏季奥运会（不一定是首都）。
如在申办2012年奥运会的9个城市中，德国莱比锡很快淘汰出局，就是因为莱比锡只有50多万人口。
国际奥委会认为“一座人口少于150万的城市要想承办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奥运会是非常困难
的”。
除了其接待能力外，其原有体育设施的能力和为此兴建的许多设施在奥运会之后也会带来问题。
因此主办城市的原有可利用设施情况已和政局、交通、安保、接待能力等因素一起，成为国际奥委会
选定主办城市必须考虑的条件之一。
这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24个比赛项目共需提供23个比赛场地中，组委会只新
建了两个设施，即位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室外游泳跳水设施（11000名观众）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自
行车比赛场（8000名观众），其原有设施的利用率高达91，3％，当然这也缘于美国洛杉矶原有体育设
施的水准较高，有大量符合奥运会比赛标准的设施可供选择。
一些发达国家，体育运动商业化、产业化程度较高，在申办上就会有一定优势，如巴黎在申办2012年
奥运会时就声称有60％的场馆可利用已有设施。
而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现有设施的评价是“可能需要大规模地改进才能达到举办
奥运会的要求”。
从后来的筹办过程看，这一评价还是十分客观的。
再从奥运会场馆建设的历史看，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由于大兴土木，以及经济、管理方面的原因，
工程费远远超出预算，成为奥运会建设史上的反面教材，也有主办国为取得成功而不惜工本的实例。
尤其近年来，奥运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参与的运动员和媒体记者越来越多，其前期投入和运行费用越
来越高，技术和设备要求更先进，在投入和赢利之间的平衡上也让国际奥委会煞费苦心。
尤其是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上任以后，多次强调他的目标之一“就是削减奥运会的费用、
规模和复杂程度”，并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对“瘦身”进行研究，在2003年曾提出了119项建议，其中
涉及场馆建设的就有：”技术特点相近的项目共用场馆设施“；”优先使用已有体育场馆，更多地采
用临时建筑。
兴建新的场馆的前提是，奥运会后主办城市仍需要这些设施“；”合理规划场馆设施的规模及数量”
；“采用集中修建场馆的方式，这样比分散修建更为经济”等等。
伦敦早在2004年开始申办2012年奥运会时就明确申明：“我们从雅典奥运会吸取到一个教训是，只有
需要的场馆才去建设。
”北京奥运会从申办成功到场馆开始建设，其场馆计划也数度修改，尤其是在2004年下半年开始进行
的优化调整。
当初申办报告中提出的37个比赛场馆，新建22个，改扩建5个，直接可利用设施10个，经过“瘦身”之
后，37个比赛场馆中，新建16个，改扩建13个，临时建筑8个，其中新建场馆比例由原来的59，5％下
降到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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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圆满落幕已经10个月了，它以其超越政治、宗教、肤色、种族乃至语
言的限制成为现代奥林匹克史上精彩绝伦的一页。
由于编书撰文的需要，在回溯北京人文奥运精神时，能感受到北京奥运会独特的人本精神及伦理道德
的提升，可展现和谐精神与多元文化的交融，更能感受到铭刻时代烙印的奥运建筑的一个个新创造。
我以为，作为弘扬并汲取奥运文化遗产，不仅应宣传新建奥运建筑，更应传播北京奥运建筑在城市更
新，旧体育场馆改造并利用上的贡献，这恰恰是编撰本书的出发点。
在2008年10月24日，在北京国际体育建筑设计论坛暨国际体育与休闲建筑工作组年会上，马国馨院士
发表了“由亚及奥看发展与思考”的论文，创造性地从国际奥运会及中国城市发展视角出发，对比了
北京亚运会及奥运会的建设与筹办理念。
他认为，亚运会时的建设把亚运会和奥运会结合起来，将寻现有设施的利用改造和新建结合起来：而
奥运会特别突出了奥运建设与城市建设的结合，改扩建与新建临时建筑结合起来，赛时利用与赛用运
营结合起来。
马国馨院士进一步强调，“在大型国际和国内的体育赛事的筹备和举办上，如何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
个发展中的大国，在适度展示自己的前提下，使赛事的筹备和举办更为理性、科学，务实而不讲排场
”是极其必要的。
我以为这体现了一位资深体育建筑专家对世界奥林匹克建筑发展方向的评价，它本质上强调了主办城
市筹办奥运建筑的一种城市设计思想。
2009年1月由《建筑创作》杂志社策划主编的《魅力五环城》出版，它通过几十位建筑师纵览世界现代
奥运建筑，从各方面入手道出了奥运建设中的“故事”。
书中有多篇文章是在讲述北京及京外体育建筑是如何通过第29届奥运会换来的“奥运新生”的。
新建或推倒再建，这是当今城市建设尤其是“大赛事”主办城市的做法，但对于那些有历史建筑底蕴
，并备有再利用可能的城市体育设施，无疑保留及再利用是一种极具“文化传承”意义的国际惯例。
空间是生活及文化的载体，一切有记忆的空间都会在获得保护与发展的生命律动中得到延续，在《故
韵新声——改扩建奥运场馆》一书中，读者不仅可看到北京20世纪，50年代“国庆十大工程”的北京
工人体育场，更能看到20世纪90年代亚运会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项目，通过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下的城市设计所带来的“焕然一新”的面貌。
如果跳出某一个单体设计的局限，我们可以说第29届北京奥运会建筑体现了一次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更
新规划与设计。
这样的改扩建工程不仅再生了有价值的奥运赛事，更成为激活着作为城市复兴实践的文化事件，它使
传统意义上的保护理念得到发展，因为整个奥运场馆的改扩建工程本身就是奥运精神保护与重塑的过
程，再利用的本身不仅丰富延展了城市体育及文化的功能，更拓展了奥运建设的更新策略——如将不
尽，与古为新。
本书在长达一年多的编撰过程中，《建筑创作》杂志社全体编创者认为，新旧奥运场馆已在奥运会上
奏响更快、更高、更强乐章。
“中国智慧”已走向世界，作为一代专业传媒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传承代表世界最先进的规划设
计理念，其中充分展示并记录改扩建工程的设计经验就是中国奥运会为世界留下的重要遗产，它本质
上不仅为城市更新设计，更为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后奥运时代”提供了新思路。
所以，我们认为编撰本书意义十分巨大，它不仅为北京，更为其他城市创造着精神及示范。
在此我们要诚挚地感谢每一位为编著此书作出贡献的各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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