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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座公园一座城

进入 7 月，上海陷入连绵的高温酷暑，但对于足球爱好者

来说，这种天气并没有击退他们在绿茵场上奔跑的热情。

在上海“万体汇”成片球场的背后，是正在紧张进行改造施

工，被俗称为“万体馆”和“八万人”的上海体育馆和上海体育场，

以及上海游泳馆。连同目前已经试运营的“万体汇”，这一片体

育设施建筑群，将改造形成占地面积35.96公顷、建筑面积25万

平方米的徐家汇体育公园，今年底将基本竣工，成为上海设施设

备最齐全的市级体育文化聚集区之一和城市的新地标。

让“三件套”重现活力

上海体育馆、上海体育场、上海游泳馆，汇聚在上海西南

角的这三座体育场馆，是上海体育迷眼中的上海“三件套”。

他们曾记载了上海体育无数的荣耀时刻，留下了无数令人振奋

的回忆，也是上海市民半个世纪以来对于上海体育的情怀寄托。

上海体育馆的建设初心酝酿于国庆十周年，起源则是 1958

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首都北京成功举办后，全国上下兴起的

一股体育热。上海体育馆在 1975 年建成之后，成为当时全国规

模最大的现代化综合体育馆，因可容纳超过万名观众而被上海

市民亲切地叫作“万体馆”。

1983 年正式亮相的上海游泳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温水游

泳馆，承担了两届全运会游泳、跳水、水球和首届东亚运动会

的游泳比赛，也承载了很多上海名将学游泳、练跳水的记忆，

奥运冠军吴敏霞、火亮、陈芋汐的竞技之路也始于上海游泳馆。

1997 年落成的上海体育场，因其超过八万人的观众容量而

被上海市民俗称为“八万人”，除了承接第八届全运会等重要

赛事，国际知名的 AC 米兰、巴塞罗那、曼联等足球队都曾在

此进行过比赛，这里也曾是中超冠军球队上海上港队的主场。

几十年来，“三件套”留下的是上海体育蓬勃发展的时代

的印记，也在中国体育的跨越前行画卷上写下浓墨重彩。

随着上海的体育精神、体育文化的茁壮成长和越来越多的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的举办，如何让“三件套”的场馆设施焕发

新的活力，惠及更广泛的人群，成为这座上海体育地标新时代

发展的重要课题。而以此为主体的徐家汇体育公园改造，就是

对这个课题深度思考的结果。

打造市民体育健身新地标

2017 年 12 月，通过国际方案征集评审后的徐家汇体育公

园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整个项目改造秉承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量体裁衣”，即对既有建筑空间进行适配性改造，布局

全民健身和专业服务功能；二是满足顶级赛事及赛事配套空间

布局需求。通过场馆功能升级和户外环境改造，徐家汇体育公

园力争建设成为“卓越的体育赛事中心、活跃的大众体育乐园、

经典的体育文化地标”。

建成后的徐家汇体育公园，体育赛事功能将进一步凸显，

同时将提高群众参与度，将成为“体育氛围浓厚、赛事举办一流、

群众体育活跃、绿化空间宜人”的市级公共体育活动集聚区，

区域环境品质和公共服务能级将显著提升。

根据规划设计方案，徐家汇体育公园将改造成“一轴两翼”

的布局，将专业赛事与大众体育两大主体功能进行分区：“一

轴”即保留现有的上海体育场、上海体育馆两大场馆的主体布

局，形成东西向的“专业赛事轴”。“两翼”即围绕中间的专

业赛事轴，将公园分为南北两大主题。公园北面为“有氧公园”，

通过绿化景观的提升，满足市民休憩需求；南面结合现有游泳

馆创造一片“运动公园”，建成 16 片不同规格的足球、篮球运

动场。同时，新建两条环形健身跑道分别串联南北两大公园。

改造后的上海体育场将能承办更多高规格的国际体育赛事；

上海体育馆则将作为 CBA 上海大鲨鱼男篮的主场；上海游泳馆

除了是市民的畅游之地，也将是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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