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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观赛期间，

不少观众心里存有疑问

——流动的《富春山居

图》如何被搬上富阳银

湖体育中心射击馆的外

墙？与其说这里是一座

场馆，不如说是一处园林景观。记者专访浙江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胡慧峰（见右上图），请这位银湖体

育中心的设计师自己来揭开谜底。

百叶为笔阳光为墨
记者：射击馆外墙的旋转百叶绘出一幅《富春山居

图》，这个设计方案是如何形成的？

胡慧峰：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光法自
然”的设计理念。我们用在建筑表皮上的每个单元格片

都是一样的，格片下部有若干个可旋转的挡位，通过格

片角度的设置变化，可以产生出其他图像。白天，利用

自然的光线来塑造《富春山居图》；夜晚，一幅美丽的富

春山水秀也因此徐徐展开（见上图）。

有趣的是，一年365天，不同的季节，哪怕是同一个

时间，因为太阳直射角的不同，画面效果呈现就会不一

样。而我认为这种状态恰恰是东方艺术里特有的——

一些意外的东西，一些不用刻意控制，自然产生的东

西。也呼应了“经济手段实现绿色亚运、科技手段建构

文化亚运”的设计理念。

山势轮廓完美利用
记者：场馆像一处江南园林景观，设计上如何落实

这种理念？

胡慧峰：反复斟酌后，我们觉得不必刻意营造一些
无用的空间。尤其，周边环境已经拥有一个如此好

的山势轮廓——这就足够了，我们不希望刻意再去建造

所谓的小山小水。更重要的是满足大型比赛的需求，以

及场地二次利用的可能性。

记者：这是一座融入富阳山水的场馆，如何理解场
馆与所在地的关系？

胡慧峰：场地西、北环山，南侧临水，东侧连接城市，
站在场地中央，又被群山怀抱，让人不禁想起富春江畔

的远山近水。整个场馆的设计也与场地内山

体的轮廓线相契合，最终能够与富阳的山水环

境相融合。

在满足赛事功能的前提下，我们完成了一座具

有杭州韵味、富阳特色的场馆建设，也将这样的山水意

境表达传递给了参赛各方。

大赛结束还馆于民
记者：亚运会后，场馆的价值如何体现？
胡慧峰：这块土地将来如何使用，也值得思考，目前

暂定考虑的是后续作为全民健身中心使用。

银湖体育中心这种专业性强、受众面小、赛事等级

高的体育场馆，在使用空间、结构选型、建筑设施再利用

等方面，充分考虑了赛后多种场景的使用可能。新闻安

保中心、辅助用房、马厩等建筑，我们大量采用的是可循

环利用的钢结构；观众席看台等是采用钢结构的临时看

台，赛后可以拆除重组再利用；个别比赛场地可以转化

为游泳、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大众体育项目赛场，初

衷就是把场馆还给市民，还空间给更多的需求，做到可

持续运营。

特派记者

金雷
（本报杭州

今日电）

16岁的全红婵，杭州亚运跳

水赛场的“当红炸子鸡”。昨晚，

她与来自上海的队友陈芋汐配

对，在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轻

松夺冠，为中国跳水队打响头炮，

同时也是她本人的首枚亚运会金

牌。面对媒体时，全红婵有她的

“三字经”法宝：“挺好的。”

同为00后的陈芋汐和全红

婵早已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东

京奥运会上两人各自斩获冠军，

开启了对国际比赛女子双人10

米台项目的“统治”。今年7月的

福冈世锦赛，两人联手顺利登顶；

8月的柏林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陈全组合”再次无压力夺冠。

昨天从第一轮开始，她们始

终位居成绩榜首位，令其他几队

选手望尘莫及，最终以375.30分、

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85.26分的

巨大优势夺冠。

也许是夺冠太过轻松，相比

赛事本身，应对媒体反而成了全

红婵和陈芋汐的主要挑战。赛后

经过混合采访区时，全红婵紧贴

着墙走想要“开溜”，但最终还是

没有躲掉，被记者们“强行”截

住。请她点评自己的表现时，全

红婵的回答就是：“挺好的。”随

后，和队友一溜烟跑掉了。

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家

乡媒体广东电视台记者调侃式问

她“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她

说“挺好的”；又有记者问她“哥哥

来现场看比赛，家人支持的感觉

怎样”，她还是三个字：“挺好的。”

反反复复连续的“三字经”，把全

场逗乐了，连陈芋汐都笑到低头。

全红婵的小书包上，挂了十

几个小龟玩偶，在赛场尤为显眼，

一位女记者问她：“挂这些有什么

故事和含义吗？”这个问题总算让

全红婵有了一点点兴趣，她说：

“我比较喜欢嘛，乌龟又丑又可

爱，反正是我喜欢的东西。”提问

者乐了：“谢谢你，这是你回答最

长的（一个提问）。”全场大笑，全

红婵倒是大方地回应：“不客气。”

发布会现场，只要能够推给

比她大两岁的陈芋汐回答，全红

婵都是第一时间把话筒往芋汐嘴

边送，自己则在一旁捂着嘴乐，有

时做几个小鬼脸。这个古灵精怪

的小姑娘，真是让老记们又“爱”

又“恨”。 特派记者 关尹
（本报杭州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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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念中，建筑与城市、地区的关系，

主要是功能上的创新或延展，解决了实际需

求，就算交出一件成功的作品。

近些年，生态发展的理念推动着城

市更新的步伐，绿色，融合，共享，建筑遵

循与环境、生活、精神契合的设计

观，一件件作品令人大开眼

界，并产生积极互动。

体 育

场馆也不

再仅仅满足于办赛、观赛的基本功能，而是

探寻与周边及城市，在更宽泛的时空里交

流、对话的可能。位于山水之城富阳的体育

场馆建筑，就作了具有代表性的尝试。

对于场馆的设计思想、功能定位，设计

师胡慧峰给出真实而丰富的解答。笔者更

关心的，是它的使用者、消费者或者也可以

说参与者——观众的反馈。

亚运会期间，相较其他比赛场馆，观众

在银湖体育中心停留的时间可能是最久

的。并不是因为这里承办的赛事耗时长，而

是不少观众留意并去享用场馆延展的功

能。比如，你可以在比赛间隙来到场馆二楼

的平台，跟随建筑的流线，融进场

馆接续的山丘和绿

植；或者，也可以抬头仰望，捕捉外墙瓦片的

光影律动，于脑海倒映富春山水的风光。

小申夫妇搬来富阳不久，时常经过银湖

体育中心，白天上班，晚上散步，每回留下的

印象都不重复，特别是暮色将临、华灯初上的

那段时间，场馆好似一位表演者，立天地之

间，借山水为景，不断变幻身姿，时而含蓄时

而热烈地与你对话，引人遐想。小申说，这个

时候，早已不将它视作体育馆，更真切的感受

是，这是一座与生活轨迹有许多交汇点的建

筑，一处完美融入地区风貌的风景。自己居

住的城市，不仅宜居，宜游，而且宜乐。

在技术高度发展、效率快速提升的当

下，体育场馆能做什么，提供

哪些服务，正

被重新定义。不少城市的场馆更新，优先

考虑的是嵌入社区的功能拓展。承办杭州

亚运会比赛的富阳是弄潮儿，也是幸运儿，

在诗与远方的大框架中，交出一份前瞻性

的答卷。它不一定是运动场馆发展的普适

版本，但不妨成为体育建筑设计的可行性

途径。

因为一处场馆爱上一座城市，

这样的故事，在体育兴城的

大计中，将留下更多精

彩的篇章。

因为一处场馆爱上一座城市
亚运
场外音

■ 金 雷

鸿一瞥金

——对话亚运场馆设计师胡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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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
如何搬上射击馆外墙

■ 全红婵
特派记者 李铭珅 摄

扫码看全红婵赛后搞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