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足世预赛首战拿下泰国队，在各类关

于比赛的回顾和盘点中，除了进球功臣武磊

和王上源，边锋韦世豪的表现同样获得不少

赞誉。这位职业生涯至今伴随各种争议的

球员，能成为对阵韩国队时，国足的克敌利

器吗？

在与泰国队的世预赛前，外界对于韦世

豪还是一片骂声，因为在亚冠客场比赛时的

不理智行为，这位个性球员遭到各界口诛笔

伐。然而世预赛上韦世豪大半场精彩的发

挥，很快为他挽回声誉。套用网络上流行的

说法，在“魔鬼”与“天使”间反复横跳的韦

少，难道真是个天才？

如果撇开那些非竞技层面的是非，韦世

豪确实是个值得期待的球员，从亚青赛打入

两球绝杀日本队，到在中超和国家队站稳脚

跟，与韦世豪合作过的主帅里，不乏博阿斯、

施密特等见多识广、在欧洲俱乐部带出过成

绩的知名外教，也有卡纳瓦罗、佩德罗这类

拿过中超冠军的主帅。其中的大多数人，都

愿意给韦世豪出场机会，更将其视为攻击线

上的核心球员之一。因此，对国足主帅扬科

维奇而言，如何在世预赛上用好韦世豪这个

可能的“爆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球队的

成绩。

与泰国一战中，武磊为国足扳平比分的

进球，正是从韦世豪在前场的逼抢以及随后

的抢断开始的。之后的比赛中，身披20号

球衣的他还有过一脚带球长距离突进后的

劲射，可惜皮球未能命中球门范围。不过这

两个镜头已经可以证明，当韦世豪将专注力

集中在如何给对方后防线制造麻烦时，他依

然是目前国内足坛能力最突出的边锋之一。

对目前的韦世豪而言，心态和情绪的控

制，可能是比打磨个人技术更为重要。在一

场比赛的高光表现后，继续放低姿态，潜心

与队友、教练组共同研究战术，进一步与队

友磨合，是他的主要功课。下一轮，韦世豪

要面对的，是比泰国队难缠许多的、由拜仁

主力金玟哉领衔的韩国队后防线，同时，他

还要与亚洲头号球星、能力全面的孙兴慜对

位，在攻防两端都将面临巨大的考验。这场

中韩对决，也是检验韦世豪和国足综合能力

的“试金石”，毕竟如今的中国队与全主力的

韩国队交锋的机会并不算多。

有个性的球员不在少数，能在关键时刻

控制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展现出更高的技术

水平的个性球员，才会是受教练和球迷欢迎

的球员。近些年因为个性和行为问题屡屡

吃亏的韦世豪，终于在世预赛第一场里露出

好的苗头，但愿这会是他真正成长的开始，

毕竟中国男足想要冲出亚洲，他这柄边路利

剑，还是非常关键的。

本报记者 陆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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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第二场世预赛对阵韩国

扬科维奇能用好韦世豪吗？

自主建设
1973年春，中国工程院院士、

建筑设计专家魏敦山亲自带队，正

式启动了万人体育馆建设工程。以

北京天坛为灵感，将上海体育馆设

计成由宽阔台阶高高托起的一座圆

形建筑，这种对称和轴线的设计具

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建筑特征，蕴含

着中国智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场馆

设计、设备材料到施工建造，上海体

育馆全部由国内自主完成，不仅攻

克了诸多世界性难题，更进行了大

胆的革新和尝试。

上海体育馆最引人注目的，无

疑是其直径达110米的巨大圆形顶

盖，重量超过600吨。如何安装这

个顶盖？是建造过程中最大的难

题。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中西结

合”的方法，先整体提升高度，然后

通过微微旋转使其精确落位。最

终，圆形顶盖一次悬吊到位。建筑

的外立面采用了国内首次试制成功

的浅蓝色隔热玻璃，场内照明则采

用了605只“满天星式”碘钨灯，这

让体育馆的穹顶如星空般熠熠生

辉。

1975年，能容纳1.8万人的上

海体育馆正式竣工，这是当时全国

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综合性体育馆，

也是上海第一座万人体育馆。

工程因首次成功地采用整体提

升、空中移位的施工新工艺，荣获

1977年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和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1988年7

月1日“世界建筑日”前夕，上海体

育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43座优

秀建筑之一，载入英国皇家建筑学

会出版的《世界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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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记忆
“到了那么大的场馆，感觉眼前一

亮，这里是我们体育人心目中神圣的

殿堂。”回忆起第一次在这里参加体操

赛事时，女子体操世界冠军朱政感慨

道，“站在平衡木上，抬头看到顶上的

‘满天星’，耳边是万名观众的加油声，

我感到非常自豪。”

上海体育馆落成之后，承接的第一

场重量级赛事是国际乒乓球友好邀请

赛，掀起上海体育迷的观赛热潮，一场

场中外赛事轮番在这里上演。那时，正

值中国对外交往步伐加快时期，如此高

配置的上海体育馆自然成为了中国与

世界加强沟通，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

国家男排原主教练沈富麟记忆犹

新，1976年日本男排来访，现场座无虚

席，场外还守候着一大批等票的热心球

迷。“当时有一个球，我几乎是跑到了观

众席那里，一只手勾球，把球打回对方

界内，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呼，连

日本男排也惊呆了。”他说，这是自己在

“万体馆”打的第一场比赛，也是这辈子

救过的印象最深的一个球。

“万体馆”的昵称，很快传遍申城。

据统计，仅1976年初到1977年8月，共

有80场体育赛事在“万体馆”举办。

2004年，为适应赛事的需要，上

海体育馆第一次改造。当年10月，由

姚明领衔的休斯敦火箭队同萨克拉门

托国王队在上海体育馆上演了一场NBA

季前赛，这是NBA第一次登陆中国。

2005年，上海首次举办的单项世

锦赛——第48届世乒赛，上海选手王

励勤在“万体馆”登顶男单冠军。

上海体育馆承载了几代人对于体

育赛事的记忆。除了“高大上”的国际

赛事，这里曾作为多届上海市运动会

的开幕式场地，见证了申城体育健儿

们的逐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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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体育公园内最“老”的场
馆，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万体馆”，这就是
上海体育馆。1975年，圆形的上海体育馆
拔地而起，这座可容纳1.8万余名观众的体育
馆一跃成为当时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此
后举办的一系列赛事引发了市民一阵又一阵
观赛热潮。
随着时代的变迁，上海体育馆今年以崭新

的面貌亮相，“上海体育馆是上海第一座大型
公共体育场馆，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上海
体育馆以上海命名，是以城之名。”在上海
男篮新赛季宣传片中，这座体育馆的设
计师、“上海体育建筑之父”魏敦山先
生给出这样的解读。

■ 世预赛首场，韦世豪表现不俗 图 IC

▲ 上海男篮更衣室内景 本文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   岁的“万体馆”重新出发

■ 在新赛季出征仪式上，上海男篮俱乐部代表向“万体

馆”设计师魏敦山（右）赠送纪念品

焕新出发
2017年12月，徐家汇体育公园

项目的升级改造拉开大幕，上海体

育馆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不

仅进行了结构加固，还做了大量专

业服务功能的升级。

改建后，上海体育馆的建筑面

积达40552平方米，设置可移动看

台，可容纳近1.3万座位（其中活动

座席2000余个），内部拆除原有大

舞台，形成环形看台，满足举办国内

外顶级赛事的办赛条件。

焕新归来的上海体育馆，为市

民提供更多元化的体育服务。今年

8月12日，这里举行了改建后首场

赛事，这是上海全新打造的青少年

品牌赛事——2023上海明日之星

篮球争冠赛决赛，收获了国内外参

赛选手的一致好评。酷炫的灯光氛

围、震撼的音响效果是“万体馆”的

新亮点。场内灯光参照NBA照明

标准设计，同时通过智能控制系统

调光的方式，实现多种赛事、训练模

式和氛围营造灯光效果。主馆内吊

装LED屏幕，上方是直径15米的环

屏，满足赛事精彩画面的回放以及

现场瞬间的捕捉。

9月11日，世界斯诺克上海大

师赛时隔三年重返申城，“万体馆”

也迎来了国际大赛首秀。在这座一

流的场馆见证与映衬下，世界顶级

斯诺克大师们尽情展现华丽的球技

与绅士的风采。

如今，上海体育馆成了上海男

篮的CBA新主场。出征仪式上，90

多岁的魏敦山院士特意来到现场，

为球队加油打气。

上月在这里举行刘炜

球衣退役仪式上，刘炜动情

地说：“我仔细地算了算，我

在这里打过两场比赛，一场

是跟随国王队打的NBA季

前赛，另一场是2006年的

CBA全明星赛。”他特意强

调，相比上海体育馆，他更

愿意称这里为“万体馆”：

“这里对于上海来说是一个

标志性的建筑，光是在这里

绕场一周，在球场外跑一

圈，都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情。现在大家能在这里打

球，我的球衣还挂在这里，

真的非常激动。”

48年的变迁，上海体育

馆记载了一部厚重的上海

体育文化史，这座更宏伟、

更现代化、更亲民的场馆，

必将继续见证上海体育发

展的历程。

本报记者 陶邢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