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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馆等地，人们都可以回味真理的味道、感受红色的基因。

绿瓦大楼与“绿瓦精神”

上世纪 20 年代末，国民政府为了与位于城市中心的租界相

抗衡，决定在上海的其他区域设置中国人自己的市中心、建设

中国人自己的市政工程，最终选择了位于现在杨浦区的江湾地

区，实施“大上海计划”。

这个计划落地的第一个大型建筑，也是最为核心的建筑，

是当时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现为上海体育学院的行政办公

楼。因为大楼屋顶覆盖着翠绿的琉璃瓦，人们又称它为“绿瓦

大楼”。

绿瓦大楼于 1933 年建成后，历经风霜炮火，多次损毁又多

次修缮。最近的一次大修于 2019 年完成，这次修缮，被认为是

尽可能地还原了它的原貌。

当年修建时，政府要求这栋大楼的建筑风格要代表中国文

化，“保存中国固有之建筑形式”，又“参与现代之需要”。因此，

董大酉牵头的设计团队给出了“新古典主义”的方案，即内部

结构全部采用西式的混凝土方案，但内外装饰都保留了中国传

统的“涂彩飞檐梁柱式”风格，浓墨重彩，雍容华贵，是上海

现存的唯一一栋宫殿式建筑。

这次大修经历了大量考证，尽量以 80 多年前的工艺、材料

复原当时的样貌。从“金水桥”走进朱漆大门，细细观看每一

层每一区域的彩绘、结构，人们在赞叹之余好奇地提出每一个

问题时，就离揭开大楼保存的文化宝藏更近一步。

当大楼与大学相遇，它的内涵更加厚重，它的生命力愈发

旺盛。

1952 年建校的上海体育学院（初名华东体育学院）是新中

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体育高等院校。1956 年，学校更改为现

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来到上海，

选定清源环路 650 号为上海体院新校址，此处正是旧上海特别

市政府所在地。从此，这栋大楼开始被师生亲切地叫作“绿瓦

大楼”。

迁址之时，上海体育学院只有绿瓦大楼这一栋建筑可用，

教学、行政办公、师生食宿全都集中在大楼里。学校的道路、

设施等，都是师生们在绿瓦大楼周边的一片荒野中，一锄头一

锄头挖出来的。

学校之后新修的建筑，都尽力在风格上带有绿瓦大楼的元

素；它周边的校园内没有高楼，这也是在向绿瓦大楼“致敬”。

在师生心中，绿瓦大楼就是上海体院的象征，是令他们魂牵梦

绕的源起之地。

“绿瓦人”从这里开始，为新中国体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他们之中走出了许多耀眼的大师和明星，创下了

许多“第一”“唯一”。这里的“绿瓦精神”，助推着上海迈

向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实现着国家和民族“体育强国”的梦想。

绿瓦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