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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是 1972 年奥运会的举办地袁也是建筑史上的一大奇

迹袁它让体育场馆进入艺术的殿堂袁也让奥运惠及普通百姓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

在建造过程中秉承奥运为城市发展服务尧 为大众健身服务的理念袁 使慕尼黑奥林

匹克公园场馆影响深远袁也给予我们建造体育场馆和体育公园的启示和思考遥
关键词院 慕尼黑城市规划曰绿色奥运曰一切为大众曰奥运建筑院赛后场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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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nich Olympic Park, the site of the 1972 Olympic Games, is a wonder in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It not only opens a door for sports venues to enter the art hall, but also makes the Olympic

Games benefit the common popul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Munich Olympic Park adhered to

the concept that the Olympic Games serve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public fitness, which enables

the Munich Olympic Park venues to exert a far-reaching impact, and brings people much inspiration and

thin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venues and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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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以其独特的设计尧 以人为

本的建造理念和满足多种需求的特色堪称无与伦

比遥 1972 年奥运会不仅奠定了慕尼黑成为现代化城

市的基础袁 同时对奥运会场馆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遥 如今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是城市标杆性的建筑

和景点袁也是大众最喜欢的休闲和娱乐场所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为什么能成为建筑的奇

迹尧赛后利用的典范钥它在建造过程中有哪些值得我

们借鉴和思考钥 本文将从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建造

规划尧理念尧特色进行论述以探究其原因遥

1966 年 4 月 26 日袁 在第 65 次国际奥委会会议

上袁 德国慕尼黑以一票的微弱优势战胜加拿大蒙特

利尔袁赢得了第二十届奥运会的主办权遥

在投票的前一天袁慕尼黑以野绿色奥运袁便捷奥

运冶渊Spiele im Gr俟nen und Spiele der kurzen Wege冤的
理念与口号袁使慕尼黑赢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遥这一

理念的提出是鉴于慕尼黑 1963 年制定的城市规划袁
它帮助慕尼黑赢得了奥运会袁 奥运会最终也促进了

慕尼黑城市的快速发展 [1]遥

慕尼黑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首府袁 也是德国第

三大城市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袁慕尼黑快速重建袁让
城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袁 成为了德国南部最大的

城市遥但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袁慕尼黑面临

老城和新城发展极不平衡的挑战遥 为了全面协调城

市发展袁1963 年慕尼黑制定的城市规划袁 其主要任

务是对老城进行修复性改造袁对新城则要按现代化城

公
园+

体
育
：
城
市
的
颜
值
与
远
见

49



Sport Science Research

市标准进行建设袁并要求新建的城区在空间尧绿地尧广
场等方面要与老城相协调 [2]袁通过建地下交通网将

新城和老城连接遥其实袁慕尼黑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

有兴建地铁计划袁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停止袁战
后随着城市发展袁 建地下交通网又被提上日程遥 从

1955 年至 1959 年慕尼黑制定了各种交通方案袁直到

1963 年城市规划出台和奥运会的申办才确定正式

方案遥
1963 年袁国际奥委会决定 1968 年奥运会举办城

市的第 60 次会议袁在德国巴登巴登渊Baden Baden冤
举行遥 这给正在酝酿和讨论城市发展规划的慕尼黑

予以灵感遥 针对当时慕尼黑人口剧增袁 各种需求增

长袁而城市发展却缓慢的状况袁慕尼黑城市规划明确

提出了要通过举办奥运会袁 为城市发展寻找加速动

力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申办奥运会的基本框架袁并将

北部地块作为慕尼黑奥林匹克场馆的用地袁 但在用

地分配上袁仍需要承担公共绿地的责任袁在这个基础

上才能建造奥运场馆遥为此袁慕尼黑申奥小组提出了院
创造以人为导向的景观袁促进奥运公园与市民的联系曰
尽可能有效恢复利用以前该区域的运动场地袁 并完

善交通曰提倡绿色奥运袁改造原有生态环境袁创造出

宜人的绿色空间等一些有利于民众的具体措施 [3]遥
他们将慕尼黑城市的发展尧 民众的利益和举办奥运

会的目标相结合遥
在投票的前一天袁 怀揣城市规划的慕尼黑市长

汉斯-约亨窑沃格尔渊Hans-Jochen Vogel冤向国际奥委

会委员承诺要办一个野绿色奥运袁便捷奥运冶袁由此打

动了国际奥委会袁使慕尼黑赢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遥

慕尼黑获得奥运会举办权袁 促进了慕尼黑城市

快速发展袁 对慕尼黑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北部地区的

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遥
今天的慕尼黑有着高度发达和功能完善的城市

交通系统袁而这一交通体系的建成要归功于 1972 年

奥运会的举办遥 慕尼黑建地下交通的计划进展比较

缓慢袁 直到 1966 年 4 月 26 日慕尼黑获得奥运会举

办权后袁才有了进度表遥 1966 年 6 月 16 日袁慕尼黑

市政府决定优先考虑奥运会场馆的路线袁 把原计划

要在 1974 年后通车的第一条地铁线的时间大大提

前了遥 这段线路最初施工期为 14 年袁后来改为 12年袁
但在奥运会举办时间的推动下袁不追求速度的德国人

不得不再把工期缩短至 6 年半[4]遥 1971 年 11 月 19日

慕尼黑第一条地铁 6 号线正式通车了遥此外袁从 6 号

线延伸出被称为野奥运线冶的地铁 3 号线也在慕尼黑

奥运会举办前渊1972 年 5 月 8 日冤正式通车遥 慕尼黑

最早的地铁 6 号线和 3 号线都被称为体育之线袁它
们共线 9 个站点袁横穿慕尼黑市中心袁地铁 3 号线通

往奥林匹克公园袁6 号线通往为 2006 年世界杯而建

的安联球场遥 慕尼黑奥运会为城市现代化交通体系

奠定了基础遥
在 1972 年奥运会之前袁慕尼黑城市南北部发展

差距很大袁 奥运会的举办有效地推动了北部城市快

速发展袁改善了原有地区的环境景观质量袁带动了北

部城市的经济袁对居民的生活尧工作和休闲产生了持

久影响[5]遥 奥林匹克公园作为城市发展的关键点袁完
成了城市内环绿带的衔接遥 由此形成了以阿尔卑斯

山为背景尧伊萨河为重要生态轴尧内外两圈环状绿地

为格局的绿地系统 [6]袁确保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的

均衡遥 由此袁慕尼黑步入了国际化大都市行列遥
在纪念 1972 年奥运会 50 周年时袁 慕尼黑人特

别感谢当时的市长沃格尔袁 是他为慕尼黑城市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遥 没有 1963 年的城市规划袁 没有

1972 年的奥运会袁就没有现代化城市慕尼黑[7]遥 为了

纪念他袁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专门以他的名字命名

了一条路袁 并在奥林匹克公园内的顾拜旦广场竖起

纪念碑袁称他为慕尼黑奥运会之父遥

慕尼黑是第一个在奥运史上提出要举办 野绿色

奥运冶的城市遥 野绿色奥运冶的理念袁让慕尼黑奥林匹

克公园成为大众的乐园袁 也引领了奥林匹克运动发

展的新方向袁促进了申办城市尧申办国对环境保护的

重视袁让奥林匹克运动能够可持续发展遥野绿色奥运冶
终将也是为了大众袁让奥运回归到顾拜旦创办现代奥

林匹克运动会的初衷院体育为大众渊Sport for all冤[8]遥

半个世纪前袁 慕尼黑奥运会就提出了绿色发展

的理念袁并以此为行动袁开启了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

发展模式遥
慕尼黑奥运场馆选址是建立在城市发展规划之

上袁 根据城市规划奥运会场馆用地有 60%以上的面

积要留给公园袁保证城市的绿色空间袁同时又要兼顾

各种需求遥首先袁建造奥林匹克公园不仅仅为奥运会

的举办袁更要考虑赛后场馆的利用曰其次袁奥林匹克

公园除了为赛事提供场馆袁 更要为城市居民提供用

于休闲和健身的场所曰最后袁奥林匹克公园还要能改

善城市生态袁为民众提供良好的环境遥这些要求在当

初看起来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袁为此袁德国有史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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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全国范围里征集建造奥运场馆的方案遥 经

过几个月的角逐袁 德国建筑师哥特贝尼施渊G俟nter
Behnisch冤领衔团队的方案获得胜利遥

他们方案的最大特点袁 就是以人性化设计为基

础袁依托自然环境袁巧妙地将奥运场馆与公园景观交

织在一起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组合遥
绿色奥运袁既包含着要优化奥运环境袁又包含着

节约资源尧让奥运可持续发展遥哥特贝尼施团队的方

案刻意摒弃了大型体育场地特有的庞大和张扬袁取
而代之的是简洁尧实用尧兼顾来来往往的便捷 [9]遥 在

奥林匹克公园用地上堆满了建筑垃圾袁 他们利用垃

圾和瓦砾等废料以及开挖地铁与人工湖的土方袁建
造了奥林匹克山袁创造出富于变化的奥林匹克山景袁
同时利用原有城市运河的水资源袁在下游筑坝贮水袁
在奥运场馆与山坡之间开挖出 80 000 m2 的人工湖袁
并用绿色植物覆盖了奥林匹克公园的场馆尧道路尧湖
泊和看台袁使绿色一览无遗袁让人们置身于心旷神怡

的大自然环境中进行比赛[10]遥
绿色奥运袁 不仅赋予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无限

的活力和生命力袁 也引领了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新

方向遥 1994 年国际奥委会将环境列为继教育尧文化

之后的第三大支柱袁随后在叶奥林匹克宪章曳中也将

环境保护列入国际奥委会的主要任务之一遥 国际奥

委会对申办城市环境要求袁促进了申办城市尧申办国

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袁 让奥林匹克运动能够可持续发

展遥现在绿色奥运尧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申办

奥运的一大特色遥

野绿色奥运袁便捷奥运冶最终目的是使大众享受

奥运的成果遥 20 世纪 60 年代正是西方园林更进一

步走向大众化和提倡人人都有享受绿色生态权利的

重大转折时刻袁园林的公共性和大众对野草坪的拥有

权冶成为了西方社会民主尧自由的象征遥 在公园设计

和布局上不仅将民主尧自由和开放融入进去袁而且要

倡导人性化尧大众化袁从使用者的角度考虑建造方案遥
民主化尧大众化不仅是社会发展需要袁也是德国

体育发展的需要遥 由于 1936 年奥运会的缘故袁德国

在战后重建时袁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袁都把目光放在

大众体育上遥 同时在 1972 年奥运会筹办阶段袁也是

联邦德国奥委会和体育联合会共同推动建造体育设

施的野黄金计划冶时期袁野黄金计划冶意在大众健康高

于黄金遥 所以奥林匹克公园还承担着要满足不同年

龄尧 不同层次的普通民众来公园休闲和健身需求的

任务袁以便在赛后更好地为当地居民的健身服务遥

奥林匹克公园在建造计划中除了比赛所需要的

场馆外袁还为大众设置休闲和健身场所袁如公共网球

场尧迷你高尔夫球场尧轮滑区尧游泳池尧溜冰场尧5 人

制小足球场尧 水上健身项目区和健身器械区及可供

人们骑行和慢跑的林阴步道遥 奥林匹克公园还为孩

子们设置活动区域并还预留一定的空间袁 近年来极

限运动兴起袁 奥林匹克公园在预留空间中修建了滑

板区袁让新的项目也能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是个 24 个小时开放式公

园遥 每天在这里散步尧骑行的人们熙熙攘攘袁川流不

息袁就连上班族袁也喜欢从奥林匹克公园当中穿行遥
每当市民们有空袁会不约而同相聚在此袁进行跑步尧
骑车尧游泳尧登山尧滑板尧划船尧划水尧攀岩等各种健

身活动袁同时还有一些体育迷们袁在赛后成群结队聚

集在一起袁尽情调侃比赛和运动员的表现遥也有不少

人席地而坐袁晒太阳尧叹时光袁享受怡然自得的休闲

时光遥 只有为民使用袁才有利用价值遥 奥林匹克公园

定期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袁 这些活动为奥林匹

克公园带来巨大的人流量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建成后袁 不仅促进城市的

发展袁也带动城市区域全民健身运动袁促进了野黄金

计划冶的实施袁吸引了无数普通民众来此度过美好的

闲暇时光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既是一项富有艺术尧 科技

的建筑曰又是以人为本尧以赛场观众为主的人性化的

创意曰更是一道融山体尧湖泊尧树林与草坪为一体的

优美而奇特的野建筑景观冶 [11]遥 50 年来袁它吸引了无

数游客到此造访袁 同时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是举办

赛事最多的奥运会场馆遥 它的多种功能为举办多种

项目的赛事创造了条件袁 使其成为奥运场馆赛后利

用的典范[12]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最耀眼的是由人造有机玻

璃拼接而成尧具有颠覆性的帐篷式场馆屋顶袁这是建

筑师受到 1967 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上德国馆一

个小小的帐篷式结构的启发而创造的遥 这个新颖场

馆屋顶袁开拓性使用了轻型拉膜结构袁像云朵般的覆

盖在几大场馆的顶上袁 犹如置身于美丽晶莹的艺术

世界里袁并以波澜壮阔的气势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遥
奥林匹克公园帐篷式屋顶的设计师都先后获

奖袁他们富有想象力的创造源自以人为本的理念遥整
个奥林匹克公园占地 85 000 m2袁 它包括体育场尧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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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佳. 进入艺术殿堂的奥运建筑要要要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 50 年经久不衰的启示与思考

合体育馆尧游泳馆尧自行车场尧冰球场以及拳击馆等遥
此外还有大型的水上运动湖尧可住 12 000 名运动员

的奥林匹克村尧新闻中心尧高达 290 m 的电视塔等遥
奥林匹克公园帐篷形半透明屋顶让室外场地的

观众袁在观摩比赛时袁可以避免日晒雨淋袁同时保证

场馆内有充足的进光量袁让场地透明而敞亮袁呈现丰

富光影的变化遥悬挂式的帐篷的原创意袁就是为了方

便观众在入场与离场时的快捷便利减少与地面接

触袁空出观众通行的道路袁以便他们穿梭在各场馆之

间观看比赛[13]遥
在景观设计中袁 建筑师通过奥林匹克场地的东

西轴线和蜿蜒曲折的奥林匹克湖袁 将该地区一分为

二袁把奥运村尧新闻中心等服务设施放在北面袁而体

育场馆尧停车场尧公园部分则放在南面袁这样可以结

合城市的地铁尧轻轨等基础设施袁便于人员到达与疏

散遥既可减少往复行程袁又可留出大片空地构筑山体

和湖面袁 形成具有类似当地河谷地貌的公园总体面

貌遥这一构思充分挖掘并提炼了当地的地貌特征袁建
立起公园整体的比例感和秩序感袁 增强了游人对空

间的感知袁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袁给人以强烈的

视觉印象[14]遥
如今袁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是个民众享受的场

所袁公园里有着绝佳的风景院碧波荡漾的人工湖袁在
湖面安然游弋的白天鹅袁林木茂盛的小山包袁湖畔后

面是大片青翠的草地袁在阳光下闪烁的野鱼网帐篷冶
屋顶袁构成风景画般的静谧遥美观与实用的结合使慕

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成为著名的体育公园和旅游景

点袁 同时它又是全民拥有的休闲场所和慕尼黑标志

性的景点遥

从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起到 2021 年底袁慕尼黑

奥林匹克公园共举办过 34 场世界性的锦标赛袁12场
欧洲级的锦标赛和 100 多场德国国内的锦标赛等重

要赛事遥
1972 年奥运会无疑是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举

办的最大赛事袁当时的比赛创下了参赛国家尧人数及

项目最多的纪录袁 有 121 个国家和地区尧7 134 名运

动员参加了 23 个项目比赛遥 其次是 1974 年的足球

世界杯袁 这届世界杯西德队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

场决赛中完美逆转荷兰队袁 第二次捧起世界杯冠军

的奖杯遥
此外奥林匹克体育场还举办过 3 届欧洲足球冠

军赛的决赛尧2002 年欧洲田径锦标赛和 2007 年田径

欧洲杯赛遥 从 1972 年到 2005 年袁慕尼黑奥林匹克体

育场曾是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主场袁 他们曾获

得过 17 个德甲冠军遥 同时有几十场的德国足球联

赛在这里举行遥 到 2020 年底奥林匹克体育场共举办了

2 064 场体育赛事和其他活动袁观众人数超过 5 230 万袁
参观体育场的游客超过 1 410 万遥

奥林匹克体育馆是奥林匹克公园第二大场馆袁
自 1972 年奥运会以来袁它曾举办过花样滑冰和冰球

的世界锦标赛遥 同时袁它还举办过戴维斯杯网球赛尧
由穆罕默德窑阿里 渊Muhammad Ali冤 和德国 1988 年

奥运会拳击冠军亨利窑马斯克渊Henry Maske冤参加的

拳击比赛袁以及手球尧摩托车越野赛尧柔道尧艺术体操

和排球等比赛袁几乎没有一项运动袁不在奥林匹克场

馆出现过袁甚至它还承办了室内国际马术表演赛遥自
1998 年以来袁每年马术年度总决赛也在奥林匹克体

育馆举行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还举办过一些特别

项目的比赛袁如欧洲场地滑雪大奖赛尧德国房车锦

标赛等遥 奥林匹克场馆多功能多样化袁可以为很多

赛事所用[12]遥
2022 年在纪念慕尼黑奥运会 50 周年之际袁 慕尼

黑奥林匹克公园举办欧洲锦标赛渊European Champion-

ships Munich冤袁 这是继 1972 年奥运会以来慕尼黑

举办的最大综合性运动会袁共有 50 个国家尧4 024 名

运动员袁参加了 9 个奥运会大项的比赛袁观众数达

到 147 万 [15]遥
欧洲锦标赛是个综合性的赛事袁 其项目设置是

对综合赛事的一种探索袁比赛共设置了 9 个项目袁都
在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举行袁 而第一届欧洲锦标赛

只设 7 个项目袁 分别在德国柏林和英国格拉斯哥举

行遥 无论未来竞技性项目的发展是野因地制项冶还是

野因项制地冶袁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都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在经历了 50 年的风风雨

雨后依然辉煌如初遥它应有尽有的功能尧设施和美如

画面的环境尧风貌袁让人流连忘返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

公园建造过程中让奥运和城市发展相结合尧 一切为

大众的理念和将美观建筑在使用基础上的特色袁对
我们有一定的启示袁 也引发我们体育场馆和体育公

园建设到底为哪般的思考遥

在奥运史上袁 奥运对举办城市的影响和促进作

用不是一个必然关系袁 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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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举办奥运会遥奥运会能否推动举办城市的发展袁
取决于举办城市的目的与规划遥

慕尼黑奥运会作为奥运促进城市发展的典范袁
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奥运会和城市发展相结合袁
以城市发展为主要目的袁在制定城市规划的基础上袁
明确表示要借助奥运会去加快城市建设袁 并对奥运

会带动城市发展作了详细的计划袁 制定了具体的目

标袁充分考虑城市的整体布局尧交通线路及奥林匹克

公园在城市发展中所承担的职责袁 并预留未来发展

空间遥 慕尼黑奥运会在准备初期就着眼于长远的利

益袁他们举办奥运会目的是要推动城市的发展袁而不

是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袁慕尼黑奥运会有目标尧有规

划尧有步骤地让奥运为城市建设服务袁为本地居民使

用服务袁 这才使慕尼黑通过举办奥运会让城市得到

快速发展袁由此步入现代化城市的行列遥所以对举办

奥运会不同的目标追求袁就有不同的效果遥
2022 年卡塔尔举办的世界杯以豪华而轰动一

时袁他们为世界杯新建了 8 座高价球场袁总花费相当

于前 21 届世界杯的总和 [16]遥 卡塔尔不差钱袁他们用

自己的实力和方式举办世界杯无可非议袁 关键是这

些高价的场馆在赛后如何处理和使用钥 他们为世界

树立的举办赛事的榜样是否会有后来者钥 它对其他

国家再举办世界杯或者奥运会会作为一个怎么样的

例子钥 我们将拭目以待遥

慕尼黑奥运会提出的要办绿色奥运袁 是基于联

邦制性质尧 在城市规划定为绿地的情况下选择建奥

运场馆用地袁因此有一定的限定条件遥但慕尼黑奥运

会一直秉承以大众利益为前提的建造奥运场馆的理

念袁把奥运场馆赛后为大众所用为建造目标袁为大众

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环境遥 他们从场馆

到景观袁从设施到植物袁从布局到配套袁都注重其长

期效应和自然生长的存活率袁 让城市和居民都能享

受奥运的成果遥 野绿色奥运袁便捷奥运冶对赛事而言袁
是为运动员提供最佳的比赛环境曰而对城市而言袁是
改善大众的生存环境袁提供大众便利的健身途径遥慕
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一切为大众建造理念袁 使其成为

赛后被利用的典范遥 良好的环境袁便捷的交通袁慕尼

黑奥林匹克公园因此受到大众的喜爱袁 大众的喜爱

也是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经久不衰的原因遥
奥运会袁 对一个城市来说都是重大而又短暂的事

件袁奥运会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否长久袁不仅仅取决于奥

运会举办的本身袁 更重要取决于奥运会结束后能否为

主办城市尧 当地居民带来长期效益遥 中国是个礼仪之

邦袁在奥运会及举办大型世界性活动中袁都是高规格待

客袁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世界袁却没有很好地把举办奥

运会等大型世界性活动的成果回馈给自己的城市和人

民遥 在举办重大赛事中袁追求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袁这
也是一个国家和城市的智慧尧能力和技巧的展示[17]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尧建筑尧布局和相互间

的匹配及建造理念举世闻名袁令人赞叹遥但它那奇迹

般的场馆屋顶和精心打造的景观布局袁 不是凭空想

象袁而是建筑师们精心为使用者所设计遥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著名的帐篷形半透明屋顶

设计创造院第一是为观众遮风挡雨曰第二是让场内光

线明亮透彻曰 第三是要留出更多的地面通道便于人

流通行遥 在景观和布局上袁他们把改善环境袁大型活

动人流量的迅速分流及山水尧湖景统筹兼顾袁方便民

众的欣赏和进出奥林匹克公园为先袁 这是建筑师奇

思妙想的前提条件遥 当游客们便利通行在奥林匹克

公园时袁 才能享受到奥林匹克公园建筑和布局的魅

力遥慕尼黑奥运会在废墟上建起一片城市绿地袁创造

一个奥运史上的建筑奇迹遥 如今不仅慕尼黑的居民

喜欢它袁 而且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世界各国的游客来

此打卡袁 奥林匹克公园成为了慕尼黑城市价值取向

和文化追求的象征袁也是慕尼黑标杆性的景点遥
公共性的大型建筑是城市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追

求的表现袁考验着城市文明的智慧和创造力遥大型建

筑尧体育场馆都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具体符号袁建筑功

能和内容是美观和创新的前提条件遥盲目贪大袁一味

攀高袁远离了一座城市所向往的精神气质袁游离于生

活在建筑时空中的公众的文化心理袁 那无疑是城市

公共建筑在美学和文化上的败笔 [18]遥

在奥运史上袁对慕尼黑奥运会的评价一直是有争

议的遥在这届奥运会上德国人创造了许多奥运第一袁
本可以载入奥运史册袁 但他们美好愿望被恐怖分子

用最野蛮的袭击手段所粉碎袁 让慕尼黑奥运会和奥

林匹克公园蒙上了阴影袁 如今奥林匹克公园以其自

身的价值袁重新跃入世界的眼帘遥
2015 年袁设计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帐篷形半透

明屋顶的弗雷窑奥托 渊Frei Otto冤袁 在生命的最后一

刻袁 终于获得了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要要要普利兹克

奖遥弗雷窑奥托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轻型结构对空间

的包围和覆盖袁 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公园屋顶的设

计袁是他一生中重要作品之一遥 在得知获奖消息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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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窑奥托安然离世遥
2022 年袁慕尼黑在庆祝举办奥运会 50 周年的同

时也在筹办 2072 年百年的纪念活动袁也许袁我们很

难理解德国人在为 2072 年准备的庆典曰也许袁这就

是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从建造到现在尧50 年经久不

衰的重要原因遥
历史袁终将是最公正的野评审专家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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