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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7汇文 体

    刚进入暑假，西南位育中学传出一阵阵“乒乒乓

乓”的美妙旋律，昨天，16支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
地的学生队伍汇聚一堂，参加“西南位育杯”2021年

第二届长三角中小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台下的观众，
竟然“大咖”云集，有前乒乓世界冠军施之皓、上海市

乒协主席陈一平、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楼世和等沪上乒乓知名人士。

从校园乒乓开始，到主办各类乒乓赛事，西南位

育中学和徐汇区乒协携手，向更多学生发出邀请，一
起投入乒乓运动的怀抱。

早在十年前，西南位育中学便成立了乒乓队，为
此，学校特地引进华东理工乒乓球俱乐部培养的专

业选手王子建，加入体育教师队伍。不过，学校成立
乒乓队，目的不单单是成绩。在校队的带动下，全校

的乒乓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高中设有乒乓专项
课，初中则有多样化兴趣班，从校园阳光体育到半专

业队伍培训，乒乓球成了西南位育学生最受欢迎的
运动项目之一。

学生们最常提起的，就是学校的体育课带给自
己的激励，在家长和社会都重视升学率的当下，西南

位育为何始终坚持体育育人？校长张建中如是说：
“学校要培养高素质的学生，而不只是高分的学生。

人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高，分数作为素质的一部分
自然会水到渠成。”

昨天的决赛，在西南位育中学 1队和徐汇区乒
协队之间展开，最终西南位育中学 1队以 2比 0捧

得冠军。女单 1号选手张懋涵绝对是学校的乒乓球
“小明星”，德智体全面发展。小学时，她曾在华理俱

乐部接受了 5年专业训练，进入西南位育后，她在坚
持一周三次训练的同时，狠抓学习，乒乓球曾进入过

全市前八的水平，而读书成绩更是位列年级前 50

名，凭实力考入实验班。正如张校长所说的，体教融

合令张懋涵获益良多。

十年来，西南位育的乒乓球项目培养已收获累
累硕果，校队多次在全市各类比赛中斩获佳绩，而将

乒乓球作为业余爱好的学生们也在人生道路上受益
匪浅。不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发展校园体育的

基础上，西南位育中学同徐汇区乒协联手，逐渐将乒
乓球的普及与发展扩大到更广的范围。早在首届长

三角中小学生乒乓球邀请赛上，西南位育中学便成
为了上海市乒乓球协会的培训基地。上海市乒协主

席陈一平表示，“西南位育杯”通过乒乓球的纽带，将长三角地区的中学生
乒乓球爱好者聚到一起，为这项运动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今年的比

赛，国际乒联副主席施之皓再次来到现场为优胜者颁奖，并鼓励学生们未
来再创佳绩，红双喜更是赞助了一大波丰厚奖品，支持校园体育的开展。

据悉，去年徐汇区乒协和西南位育中学还联手发起组建全区的乒乓
球校园联盟，并举办了一场全区校园比赛，覆盖近 16所学校。徐汇区乒协

会长黄国强表示，“得益于西南位育中学在乒乓球项目上的大力推广，我
们希望未来校园联盟的队伍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学生能享受

到乒乓运动的快乐，在体教融合的过程中塑造自信、独
立的人格。” 本报记者 陶邢莹

    展览以时间为主线呈现扎哈 ·哈迪

德建筑事务所（ZHA）在中国打造的作
品系列，通过展示模型、细节、照片的形

式，探索这些建筑中蕴含的先锋研究成
果以及它们与全球其他项目之间的互

联关系。

在中国寻找灵感
扎哈 ·哈迪德建筑事务所是首位荣

获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女性建筑大师扎
哈 ·哈迪德（Zaha Hadid）于 1979 年创

立。1950年，扎哈 ·哈迪德出生于伊拉
克一个富裕家庭。她曾经回忆，她的父

亲教导她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轻易拒
绝不同的事物。18岁，扎哈在黎巴嫩攻
读数学系，1971年，她赴伦敦深造，转向建筑，最终，她

走向了世界，保持单身一辈子。
扎哈 ·哈迪德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美术馆，因此，她

对美术馆项目始终情有独钟，罗马 21世纪国家艺术博
物馆、辛辛那提的罗森塔尔艺术中心，都是她的杰作，其

次，便是位于世界各地的车站、交通枢纽。
1981年，扎哈开启了首次中国之行，这是她职业生

涯的起步阶段。正如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她

家乡的古老文明，中国发达的河流水系也在漫长的历史
中造就了独特的自然风景和城市人文环境。扎哈的建筑

融合了各门科学，在中国，她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的诸
多城市，亲身体验地方艺术与当地建筑，深入研究如何

将历史建筑巧妙融入自然景观。

将自然融入建筑
扎哈在中国的第一个大型作品是广州大剧院，2010

年竣工投入运营。2014年，项目被《今日美国》评为“世

界十大歌剧院”。大剧院外形被称为“圆润双砾”———这
个设计灵感源自于周边自然景观所带来的创意理念。剧

院里没有垂直的柱子，也没有垂直的墙，全部采用不规
则的几何形体设计，使其外观呈现扭曲倾斜状，仅外表

面就有 64个面、41个转角和 104条棱线。

之后，便有了以梯田和山峰为灵感的北京银河
SOHO建筑群、以帆船为概念的南京青奥中心、“倾斜”

的香港理工大学建筑楼、如绽放的芙蓉花般的长沙梅溪
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和被英国卫报评为“新世界七大奇

迹”之首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等。

以作品致敬前辈
就像设计了浦东美术馆的让 ·努维尔以作品向俄国

抽象艺术家马列维奇致敬，扎哈 ·哈迪德也丝毫不掩饰

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对于自己的影

响———她作品中的轻盈、飘浮、结

构，以及如何轻轻落地的想法，全都
来自至上主义。

至今，许多人仍然不能接受扎
哈 ·哈迪德怪异的建筑方案，但她的

作品正是通过对传统观念的批判，
进而对建筑的本质进行重新定义，

从而发展适合新时代的建筑，这才

是扎哈在建筑中所要实现的本质目
的。扎哈 ·哈迪德的性格之中有着强

硬、激越的一面，她的许多设计手法
和观念似乎是在被阿拉伯血统中的

刚劲精神热烈地鼓舞着勇往直前。
与此同时，她也在一些“随形”和流

动的建筑设计方案之中流露出贴近
自然的浪漫品位，通过展览上展出

的扎哈 ·哈迪德同名设计品牌的作
品便可略窥一二，耳环、手链、花器、

照明灯具无不承载着扎哈风格鲜明
的当代设计语言。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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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大兴机场
创造“世界奇迹”
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特展昨在沪开幕

途经虹桥协和路附近，视线总会被
路旁一座充满了流线型元素的建筑所吸
引，建筑体仿佛流动的液体，表面几乎找
不出一根直线，连接彼此的空中连廊都
是极富动感的曲线，令走入其中的人感
受到城市的能量与变迁，这就是建筑大
师扎哈 ·哈迪德生前在上海的作品———
凌空SOHO。昨天，“实践与探索———扎
哈 ·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特展”在滨江沿岸
的上海艺仓美术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这
也是该事务所在中国内地的首个展览。
近几年，扎哈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作品莫
过于北京大兴机场。2016 年，在北京大
兴机场正式建成的三年前，她因心脏病
突发在迈阿密去世。

■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Hufton+Crow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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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之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