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到李興鋼設計工作室的人，都會被進門
處垂直懸掛的數張白色屏風吸引，屏風

上是李興鋼不同時期的建築設計作品。從08
年北京奧運會的「鳥巢」到北京冬奧延慶賽區
的國家雪車雪橇中心賽道「雪游龍」、國家高
山滑雪中心「雪飛燕」，這些親手繪製的建築
草圖，是李興鋼在建築設計行業建樹漸豐的寫
照。

參建「鳥巢」積經驗 誕賽區設計理念
從33歲到39歲，李興鋼與「鳥巢」建設朝

夕相伴六年，這個世界級工程帶給他無數熬夜
加班記憶的同時，也讓他在重壓下完成職業生
涯的蛻變。「正因為有參與『鳥巢』設計的積
澱，我才得以從容面對延慶賽區帶來的系列挑
戰。」李興鋼把這一經歷比喻為「登山者爬過
了珠穆朗瑪峰」。在參與「鳥巢」設計建設過
程中，李興鋼從國際著名建築設計師身上學到
了不少經驗。正是鳥巢設計經驗激發了李興鋼
的思考，讓他誕生了「勝景幾何」理念。「勝
景幾何」就是充分融合傳統文化、建築創作與
當代科技，尋求人工建築與自然環境和諧共
融共生的狀態，延慶賽區「山林場館、生態冬
奧」的理念正是源於「勝景幾何」。
2017年，48歲的李興鋼成為北京冬奧延慶

賽區總設計師，與「鳥巢」建造以外方設計師
為主不同，北京冬奧延慶賽區完全由中方主導
設計建造。他介紹，延慶賽區設計建造過程中
的外方人員主要參與體育工藝方面工作，如賽
道前期設計等，後期深化設計和工程配合建設
都由中方團隊完成。「延慶賽區是由『設計聯
合體』完成的，其中包括德國的雪車雪橇賽道
設計團隊、加拿大的高山滑雪賽道設計團隊，
中方是『設計聯合體』的領導方。在中外合作
方面，延慶賽區和鳥巢一脈相承，區別在於鳥
巢由外方主導，延慶賽區則由中方主導。」
出任延慶賽區總設計師後，李興鋼曾赴多個國

家考察冬奧場館項目。在「取經」過程中，李興
鋼心中延慶賽區的輪廓也逐漸明晰。歷屆冬奧會
東道國都選擇在自然環境非常好的山地打造雪場
雪道和場館設施，但其中部分新建項目對自然環
境造成了破壞。「我們走訪的一個地方，大片美
麗的原生山地因冬奧被推平變成廣場。」李興鋼
暗暗下定決心，延慶賽區絕對不能重蹈覆轍，一
定要最大限度保持山林環境。

集中建設減成本 施工難度超「鳥巢」
2018年舉辦的韓國平昌冬奧會對應延慶賽
區的場館分布在五個不同城市，而延慶賽區則
將這些場館高度集中在半徑3公里範圍，大大
節約運營成本的同時也讓建設難度系數陡增。

李興鋼常拿「鳥巢」對比體現延慶賽區建設難
度。「『鳥巢』是08年奧運建設難度最大的
場館，延慶賽區比鳥巢建設還要難上加難。」
一組數據足以形象說明：「鳥巢」場地範圍21
公頃左右，70米高，延慶賽區場館範圍達到了
800公頃，僅賽道落差最高就超過900米。

順山勢架空平台 靈感源於吊腳樓
以國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飛燕」為例，「雪

飛燕」選址海坨山，海拔高達2,198米，建設
中卻沒有填土造地，而是採用鋼結構，架空平
台以點接觸方式打造懸空建築基礎，平台用柱
子支撐隨山體坡度慢慢爬升，順着山勢一層層
立體排列，很好地保持了山坡地形，鋼結構平
台形成的「梯田」高效實現了場館對平地的需
求。「平台有臨時的也有永久的，採用裝配
式，施工快速，全部可逆，拆解後就是原來的
山體地形。從而避免挖山填土對環境造成的不
可逆破壞。」
「這其實是從中國傳統建築智慧中學來

的。」李興鋼解釋，延慶賽區這一系列「裝配
式點接觸」建築靈感源自中國西南山區的干闌
式民居（吊腳樓，記者注）。「干闌式民居依
靠多根柱子順山勢搭建平台建房，樓下飼養牲
畜，樓上人居，高山滑雪中心正是借鑒了這一
生存智慧形成的文化傳統，再結合現代建築材
料技術搭建而成，實現了對環境的最大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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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興鋼在延慶賽區建
設現場。 受訪者供圖

專訪北京2022年冬奧會延慶賽區總設計師李興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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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興鋼三十年從業歷程中，與奧運相關的工作佔據了三分

之一的時長。「奧運建築是時代的產物。」從2008年北京奧

運會「鳥巢」中方設計主持人，到2022年北京冬奧會延慶賽

區總設計師，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總建築師李興鋼是

名副其實的「雙奧設計師」。他領銜設計的北京冬奧延慶賽區

多項成果更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李興鋼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專訪，解密領銜設計延慶賽區的個中巧思。在他看來，賽區最終呈現了自己

最初設想的「山林場館、生態冬奧」理念，即最大限度地保護山林環境，關照

村落遺蹟，吸納中國傳統建築精髓，「實現了對環境的最大尊重」。

在李興鋼看來，設計師只有順應時代發展，才能打造屬於時代的經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凱雷 北京報道

延慶冬奧村位於北京冬奧會延慶賽區核心區南區東部，地處
海坨山腳下一塊自然形成、相對平緩的沖積台地，村內建築依
山而建，分為居住區、廣場區和運行區三個區域，冬奧會期間
將接待近90個國家和地區的1,200餘名運動員和隨隊官員。

冀外國人感受中國文化自信
冬奧村西側遙望國家雪車雪橇中心，緊鄰通往國家高山滑雪

中心的索道起點站。站在延慶賽區高點俯瞰，山林遍布冬奧村
周圍，其間一處村落遺蹟將豐富的生態環境和歷史人文氣息巧
妙銜接，新景觀烘托遺址的歷史感，「蒼古」與「人力」形成
強烈對比又相互融合，深度契合了「山林場館、生態冬奧」主
題理念。

2017年3月，設計團隊現場勘查時，在延慶賽區發現一個上
世紀四十年代廢棄的山村遺址。「我們把這個遺址保留下來，
轉變成冬奧村裏一個小遺址公園，可以讓外國運動員、教練員
親身體驗到中國傳統山村文化與我們的『冬奧山村』相映成
趣。」李興鋼希望從這種鮮明對比中，外國友人能夠從中感受
中國自2008奧運到2022奧運不斷增強的文化自信。
在李興鋼的設計規劃中，冬奧村是一個十幾萬平米的龐大場

館，奧運會後將變成兩間星級酒店。國外考察冬奧場館時，他
看到歷屆冬奧村大多選擇在山林裏蓋高樓，對此很不認同。
「我們在延慶賽區做成了『冬奧山村』，打造依山就勢組團而
建的山林庭院，形成以『自然』為起點、生態保護和生態修復
為基礎，融入中國人文山水意境的詩意居所。」

第一次站在延慶
賽區海拔兩千多米
的海坨山頂，李興
鋼就被眼前的大美
風光折服，並決心

一定要把腳下這片山水保護利用好，
使冬奧場館成為可長久良好運營下去
的冬奧主題公園。

在李興鋼工作室，擺滿了大大小小
的設計模型，延慶賽區的設計模型、
設計草圖、施工圖紙更是一摞壓一
摞，醒目的位置擺着他為延慶賽區手
繪的第一張草圖，用立軸山水的畫法
描繪了延慶賽區的構想，與現今建成
的場館分布幾無差異。作為創作者的
李興鋼，最享受的就是這幅山水草
圖，歷經幾度春秋的打磨演化，最終
形成大型實景山水畫卷的過程。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邀請他再次手
繪延慶賽區草圖時，他欣然執筆瞬時
畫就。「延慶賽區項目開始時我就定

下目標，不只是單純設計一處
體育場館，還要把這片美

麗山水利用好，將其打

造成體現中國文化的一個理想世界。
現在任務完成，人們在延慶賽區可以
輕鬆『入畫』，既能感受海坨山的大
氣磅礴，也可體味『雖由人作，宛自
天開』的山水勝景，還能享受在大自
然中盡情嬉戲的冰雪運動。」

盼未來有機會參建城市居所
兩次以不同身份參與冬奧場館建設，

李興鋼感歎中國發展迅速，明顯感受到
中國日益增強的文化自信，「以『鳥
巢』為代表的北京奧運會場館是宏大而
彰顯的，以北京冬奧會延慶賽區為代表
的北京冬奧會場館則是低調而消隱的，
是新時代中國強大和自信心提高的體
現。」李興鋼認為，建築是時代的產
物，設計師只有順應時代發展，才能打
造屬於時代的經典作品。

李興鋼感謝奧運帶給他的沉澱，期
待世界各地健兒在他設計的場館激情
澎湃爭金奪銀，也希望未來能有機會
參與城市普通市民居所的設計。「希
望未來能設計經濟適用房，幫助城市普
通人圓一個小空間的舒適宜居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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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遺蹟打造公園 冬奧村展人文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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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不忘保護自然
人在賽區如「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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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慶賽區核心區集中建設

2個競賽場館
國家高山滑雪中心、國家雪車雪橇中心

2個非競賽場館
延慶冬奧村、山地新聞中心

延慶賽區主要舉辦高山滑雪、雪車雪橇2個大項，
21個小項的比賽，將產生21塊冬奧會金牌，約佔冬
奧會金牌總數的1/5；產生30塊冬殘奧會金牌，約
佔冬殘奧會金牌總數的3/8。

“設計師只有順應時代發展，
才能打造屬於時代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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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生，河北樂亭人，1991年畢業於天津大學建築系，九三學
社成員。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
李興鋼建築工作室主持人，天津大學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建築學
設計導師，東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多所大學兼職教授。

主要建築作品：元上都遺址博物館、績溪博物館、天津大學新校區綜合
體育館、唐山「第三空間」、元上都遺址工作站、大院胡同28號院改造及
北京2022年冬奧會延慶賽區等

獲得的國內外重要建築獎項：中國青年科技獎（2007）、亞洲建築師協會
建築金獎（2019）、ArchDaily全球年度建築大獎（2018）、WA中國建築獎
（2014/2016/2018）、全國優秀工程設計金/銀獎（2009/2000/2010）等。
作品參加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2008）等國內外重要展覽，並於北京舉
辦「勝景幾何」個展（2013/2020）

◆早前多國運動員首次體驗
了延慶賽區中國第一條雪車
雪橇賽道。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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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山 滑 雪 中 心 出 發 區

國 家 雪 車 雪 橇 中 心

◆李興鋼展示延慶賽區設計圖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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