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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体育

起来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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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诞生；香港

在万众瞩目中回归祖国；三峡大坝首次实现大

江截流……而在上海西南角，历时三年，耗资

数亿建造的上海体育场，在后来的轨交4号线

和内环高架路的交会处拔地而起，蔚为壮观。

上海人习惯叫它“八万人体育场”。为何

叫“八万人”？体育场在第八届全运会首次投

入使用时，加了很多临时座位，合在一起容量

接近八万。上海人觉得这个数字加在体育场

前很气派，代表大上海的实力和前景，于是约

定俗成，“八万人”成为体育场的雅号。

上海体育场由体育建筑设计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魏敦山设计。当时的设计思想现

在来看仍处在前沿——在有限的土地上，容

纳大型国际田径足球比赛场地、星级宾馆和

水上俱乐部等综合功能，可谓基地小，功能

多，要求高。体育场从1991年开始方案设计，

1993年转入现场设计并完成施工图，三年时

间魏敦山全身心投入，他评价：“这是我40多

年设计生涯中从未面对过的挑战。”

魏敦山介绍，为了“向天要地”，体育场设

计成倒锥圆环体结构，从空中借得3万平方米

的面积，构筑一片宽20米、周长近1000米的

两层大平台，同时解决了数万观众的疏散问

题。远观，上海体育场犹如一顶笠帽，顶部分

裂成50多个起伏的小丘。它一改传统体育馆

东西对称的特点，西高（三层看台）东低（两层

看台），增加起伏和动感，而且符合体育比赛

时阳光照射的方位。

为了让这座庞大建筑的屋顶变得轻盈，

建造中一改传统做法，采用“单臂悬挑桁架”

支撑轻质玻璃纤维篷膜的方案，这成为国内

首创、国际罕见的设计经典。体育场最长的

一根悬挑梁长达73.5米，是当时的世界之

最。上海体育场因此形成大跨度、大空间的

鲜明特点，既充分展示体育运动的力度和气

势，又体现简洁流畅的整体风格，是建筑技术

和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体育场被评为“新中

国50周年上海十大经典建筑金奖”，2000年获

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入选首次发布的上海优

秀当代建筑推荐名单（1949—2000年）。

上海体育场投入使用后，在上海人心中

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足球印记。1998年，上海

申花队将甲A联赛的主场迁至此地，与老对

手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多番激战，比赛几乎场

场座无虚席；同样在这一年，申花队在决赛击

败辽宁队，第一次捧起足协杯冠军；另一支上

海球队海港在这里坐镇主场多年，“八万人”

见证他们一步步变强，最终登上中超联赛冠

军领奖台。

时代的车轮行进到今天，勇立潮头的上

海体育场完成大改造，变身为一座专业足球

场。这一次的改造设计，依旧展现了上海人

的智慧。为了让场地更符合足球比赛的需

求，上海体育场将一层看台区域抬高1.6米，

合并原有田径赛道区域共同搭设17排永久钢

结构看台和17排临时看台，设置临时看台，是

为了体育场今后根据运营需求再改造。同

时，体育场芯下挖1.7米，一升一降中，提高看

台的视觉坡度，让观众离球员的距离更近。

改造后，体育场的座席由5.6万座扩容至7.2

万座，离“八万人”的数字也真的近了。

体育场还在原巨型挑空屋面结构基础

上，向场地中心悬挑延伸16.5米，铺设新顶棚

保障雨水不会倾落到观众席；同时，在屋面钢

结构悬挑延伸部分下挂LED发光天幕、上覆

透明膜，安装360?环绕扩声装置，为赛事现场

呈现震撼的声光电效果，带给观众国际顶级

赛事的沉浸观感。本赛季中超，作为申花新

主场的上海体育场投入使用，每逢比赛日的

夜晚，当象征申花的那头蓝色豹子从球场天

幕冲向天际，现场气氛被渲染到极致。不少

来过的球迷都感叹：“已经爱上申花的这座新

主场！” 本报记者 金雷

“八万人”藏着
上海人的智慧
—— 上海体育场的诞生与升级

冰球少年的冰爽炎夏
出门是酷暑的炎烤，进

门是冰爽的冻人……夏练三
伏，对于冰球少年而言，是另
一番冰与火的考验。在上海
开展的七项冰雪运动中，冰
球是目前最受欢迎的项目之
一。近年来，俱乐部里的冰
球少年们数量呈爆炸式增
长。在冲撞之中学会情绪管
理，在射门之间体会团队荣
誉……在冰球中度过充实的
暑假，申城少年在冰面上，找
到更快乐的自己。

本版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 小球员拼抢起来有板有眼

冰火两重天
蝉鸣声声，烈日炎炎，还未到正午，温度

计显示的气温已飙升到35℃。然而，走进位

于闵行区罗锦路的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却顿

时感到“寒风阵阵”。瞬间打对折的温度让穿

着短袖的来访者都冻得一激灵。

为了备战即将到来的多场比赛，飞扬之

星队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已从暑假开始集

训至今。每天早上9时到中午12时，是U7

队的训练时间。滑行训练、技术指导、队内比

赛……一上午练完，平时顽皮如小猴的孩子

们个个犹如从水里捞出来一般大汗淋漓，早

已没有更多力气。

双胞胎兄弟朱澄朱澈是队

中的主力。老大技术细腻突破性强，老二人

高马大身体素质占优，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

各类比赛，都能看到兄弟俩的身影。每天一

大早就带着兄弟俩出门，忙得应接不暇，朱妈

妈的脸上却满溢着笑容：“当妈的辛苦一点，

娃就能进步点。这也值了。”裹着厚厚的羽绒

服，当孩子们在冰场上奋勇争先时，陪练的冰

爸冰妈们却个个在场边冻得哆哆嗦嗦——冰

火两重天的滋味实在特别。

冰球是一项对抗性很强的项目，场上冲

撞在所难免。训练中，时不时能看到两个娃

因为一次对抗的争夺，开始你一拳我一下

地摩擦起来。即使打到一方落下眼泪，走

下训练场，孩子们依然能玩闹在一起。陪练

的妈妈们都说，多年的冰球训练不但没让孩

子性格变得火爆易怒，反而让孩子在情绪控

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比赛场上，对手之

间总会有摩擦，但所有矛盾仅限场上，到了

场下，一切结束”。学会鼓励，学会宽容，学

会团结……小小的他们早已在教练的谆谆教

导下，明白了团队的意义。

挫折中成长
最近，2023上海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飞

扬冰上运动中心完成了七十四场的鏖战后完

美落下帷幕。来自五湖四海的冰球小将齐聚

申城，而作为东道主，飞扬冰上俱乐部的多支

球队都参加了比赛。2023上海青少年冰球邀

请赛的举办旨在使青少年冰球圈层内各俱乐

部增进友谊，锻炼队伍，切磋球技，为球员家

长和教练们及所有冰球爱好者打造既有精彩

比赛又能友好交流的氛围，为青少年冰球运

动的推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六天来，近四百名球员们，从U7组的学

龄前萌娃到U14的一米八少年，每个球员全

力投入比赛。而在场边，家长助威团更让普

通的比赛变成了世界杯的现场——欢呼声、

助威声、呐喊声振聋发聩，小小的他们在大大

的冰场里，感受到了体育明星的待遇。

之星U7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

比赛，年龄小又没有比赛经验，有些稚嫩的队

员偶尔还会在场上犯迷糊，不知道自己在哪

里，不知道要向哪一边球门射门。首场比赛

输球后，不少队员嚎啕大哭着坐在冰场上，久

久不愿离开。主教练付楠挨个抱着安慰：“永

远都记住，胸前的LOGO（队标）大于背后的名

字。团队的精神就是拼，不要怕失败。一次

要比一次更好……”在挫折中成长，冰球运动

教会了这些孩子失败的意义。在比赛中得到

历练，孩子们说，这一场比赛的收获比十堂训

练课都大。

本报记者 厉苒苒

收视指南

央视五套今天20时将转播成都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闭幕式实况。
上视五星体育频道今天19时30分将转

播中超上海海港客场与青岛海牛比赛实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