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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座国际标准跳台滑雪场地惊艳世界——

“雪如意”展示中国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祝 伟

它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跳台滑雪赛道，是

冬奥会历史上首个在顶部出发区设置大型

悬挑建筑物的跳台滑雪场馆。

它被誉为世界上最有设计感的滑雪跳

台，宛如一柄如意，以优美的姿态静卧在崇

山峻岭之间，是北京冬奥会最具辨识度的

“明星场馆”之一。

它就是位于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古

杨树场馆群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这座被

形象地称为“雪如意”的场馆，也是我国首座

符合国际标准的跳台滑雪场地。

“雪如意”惊艳世界的背后，既体现了对

冬奥竞赛项目独到的中国文化表达，更离不

开设计团队将技术突破与审美立意相融合

的设计理念。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设计

总负责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利和他

的团队参与、见证了张家口赛区这座技术难

度最高、工程量最大的竞赛场馆的诞生，“雪

如意”就是由他主持设计的。

“雪如意”的创意是怎样诞生的？如何

体现绿色办奥要求？建筑美学和功能融合

的理念来自哪里？近日，张利及其设计团队

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揭示了“雪如意”

背后的文化意象和设计理念。

彰显中国设计之美

跳台滑雪的赛道曲线是“S”形。在设计

之初，张利和其设计团队一直努力寻找和

“S”形曲线相契合的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实际上‘雪

如意’设计的出发点，就

是 赛 道 的 曲 线 ，利 用

运 动 的 轨 迹 之 美 ，

去寻找中国文化

元素的传递。”张利说，最初设计团队一共找

了上百个这样的元素。比如，圈椅的扶手、

博古架、彩云图案、剑鞘等。如意是与跳台

滑雪这项体育运动本身结合最好、最受各方

认可的形象。

在传统文化符号中，如意分为柄首、柄

身、柄尾三个部分。“我们辨识‘雪如意’的形

象，最主要就是通过柄身部位有点‘S’形的曲

线，它非常平滑，也非常柔和，这契合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那种温柔、谦虚的美。”张利说。

然而，用建筑设计诠释如意的形态是很

有挑战性的。“雪如意”结构负责人、清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第八分院总工程师杨霄

说，结构设计不仅要实现建筑师的创意，更

要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和经济性，要克服

山顶较大的风荷载、温度作用，以及巨大的

偏心圆环带来的倾覆力矩和竖向地震作用。

“雪如意”由顶峰俱乐部、滑道区、底部

看台区组成。最大的挑战是如意的柄首部

分，也就是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顶部出发区域

的顶峰俱乐部，要完成如意整体形象的表

达，体量就不能太小。要在山顶上建造一栋

高度约 50 米的建筑，又有接近 40 米的巨大

悬挑，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设计团队把最初设

计的实心圆盘变成空心圆环。这种设计上

的突破，让场馆施工过程中从顶部外观到结

构计算，再到内部空间安排都有了既合理又

美观，既满足技术需要又服务艺术表现的机

会。“这使建筑结构更加稳定，重心更加合

理，悬挑部分更加轻盈，内部空间更加丰富，

崇礼山脉 360 度全景尽收眼底。”杨霄说。

体现绿色办奥理念

在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中，“雪如意”被

誉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典范之一。在选

址上，它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其所在山

谷的落差与形状都与竞赛需求高度契合。

为了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破坏，设计

团队另辟蹊径，将 168 米长的赛道“架”在了

空中。然而，“架”在山谷里需要大量悬挑架

空等设计，在施工中难度更大，需要用钻孔

桩这样一种基础的结构处理。这项难度巨

大的任务落在了杨霄身上。在基础方案的

选择上，“雪如意”主体结构在施工中采用了

对机械依赖程度低，又对自然地形影响最小

的人工挖孔桩基方案。在实施过程中，杨霄

每月要数次往返施工现场，逐一核实每根桩

的顶标高、桩长、持力层等工程数据，设计团

队根据反馈数据及时计算复核，修改设计图

纸，最终实现了“万丈高楼平地起”。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师王灏

说，在建设过程中，“雪如意”和张家口赛区

其他基础设施都尽可能使用可再生和可降

解材料及可再生能源，很多材料的标准都超

出了建筑本身的要求。

“我们希望通过‘雪如意’把中国人对待

自然寻求和谐共处的态度表现出来。我们

在山水之间寻求‘轻触式的干预’，使我们的

建筑与整个环境融为一体。”张利说。

打造环形共享空间

历届冬奥会往往都有一个被称为“北欧

组团”的场馆群，即北欧两项和冬季两项相

关竞赛项目场馆的组团，在赛后成为主办城

市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在张利看来，建筑来自生活，更

要服务于生活。如果一个竞赛

场 馆 仅 仅 供 运 动 员 赛 时 使

用，那么它在赛后就很难

和普通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如果希望竞

赛场馆和设施能够服务于普通人的日常需

求，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发挥长期作用，就

要在场馆设计时充分考虑赛后利用问题，这

也是北京冬奥会在可持续理念指导下要解

决的事情。

“雪如意”所在的古杨树场馆群，占地

面积 420 公顷，包括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

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等场

馆设施。在古杨树场馆群之间，张利和设

计团队附加做了一个供观众和游客慢行的

步行桥“冰玉环”，一圈总长度 3200 多米，

距地面高 7 米，便于观众往返于场馆间，从

而形成一个慢行系统。依据测算，古杨树

场馆群大概能为观众和游客提供约 185 分钟

的停留时间。

常规跳台滑雪设施下方往往会做一个

反坡，以便运动员更快减速。与此不同的

是，“雪如意”跳台下方是一个平整的场地，

延伸了运动员缓冲的距离，兼顾了安全性和

赛后利用需求。据介绍，该场地可作为足球

场使用，这样就保证了体育场在冬奥会之后

能更多地用于举行足球比赛、演唱会等常规

大型活动。这样的设计也为单一项目体育

场馆的赛后综合利用提供了范例。

建筑也是文化的象征。张利说，作为一

名建筑设计师，他希望通过“雪如意”等建筑

作品，将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可持续发展的探索、环境友好等理念分享给

世界，让世界更多领略到中国设计之美、文

化之美。

树立可持续发展新典范

祝

伟

北京冬奥会开赛以来，以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等为代

表的竞赛场馆，以设计之巧妙、功

能之完善、可持续运营理念之先

进，赢得了国内外运动员和观众

的点赞，成为“双奥之城”北京乃

至中国发展的生动缩影。

在历届冬奥会上，竞赛场馆

都备受关注，它是反映冬奥会筹

办质量的一面镜子，也是展现主

办城市历史文化的一扇窗口。北

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突出科技、

智慧、绿色、节俭特色，场馆建设

与城市更新、生态修复同步进行，

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更加开放、尊

重自然、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形象，

树立了奥运会和地区可持续发展

的新典范。

一方面，从场馆的选址布局

到施工建设，尽可能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所有场馆都达到了绿色

建筑标准，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

需要。另一方面，竞赛场馆赛时

服务冬奥，赛后继续服务城市民

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体现了

冬奥会基础设施可持续利用的要

求。在“雪如意”所在的张家口赛

区，“三场一村”（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

季两项中心和奥运村）在冬奥

会后，将作为奥运遗产留存

下来，并将依托周边雪场资源，打造以承办国内外顶

级冰雪竞技赛事、大众冰雪旅游度假为特色的世界

冰雪体育运动胜地和冰雪旅游目的地。这种前瞻

性设计，正是对“建筑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理

念的最佳实践。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国家战略，也是《奥林

匹克 2020 议程》三大主题之一。在绿色、共享、

开放、廉洁办奥理念的指引下，北京冬奥会场

馆不仅会在赛时成为各国运动员竞技的舞

台，也将在冬奥会之后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

财富，为大型场馆的可持续利用、奥运和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树立良好典范。

跳台滑雪——

没有世界纪录的勇敢者游戏
白宇飞

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比赛于 2 月 5 日至 14

日 在 国 家 跳 台 滑 雪 中 心 举 行 ， 共 产 生 5 枚 金

牌，涉及男子个人标准台、男子个人大跳台、

男子团体、女子个人标准台和新增的混合团

体。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我国首个符合国际标

准的跳台滑雪场地，建筑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

吉祥饰物“如意”，故又名“雪如意”。

跳台滑雪起源于挪威，被称为“勇敢者游

戏”，是一种以双板为工具的比拼飞行距离和动

作姿势的雪上竞技项目。自 1924 年第一届冬奥

会起，跳台滑雪就是正式比赛项目，在 1964 年因

斯布鲁克冬奥会上，明确将跳台滑雪划分为标准

台和大跳台，但直至 2014 年索契冬奥会，女子运

动员才被允许参加跳台滑雪标准台比赛。

与竞速类运动项目喜欢“顺风”不同，跳台滑

雪运动员更偏爱“逆风”。在逆风情况下，气流会

将运动员的身体“托”起来，从而延缓下降速度，

增加飞行距离。从最初身体笔直或双腿微屈的

传统型跳跃，到躯干前倾、双臂前伸的近代型飞

跃，再到如今身体尽量与雪板平行且双臂贴于体

侧的 V 字型滑翔，加上新科技支持下的装备性能

提升，跳台滑雪勇士们得以不断挑战极限、超越

自我。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气温、风速、风向、能见

度等自然条件差异，以及不同跳台助滑

道角度和起跳端仰角各具差别，跳台滑

雪项目只能根据比赛当天特定的天气和

场地条件下运动员的竞技情况来评判出

最好成绩，而无法与其他时间或其他场地

的成绩进行横向比较，所以并没有世界纪

录。从飞行距离来看，跳台滑雪的最好成

绩已超过 250 米。

跳台滑雪运动在我国起步较晚。2006

年都灵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次派队

参加跳台滑雪项目。2018 年平昌冬奥会，常

馨月成为首位闯入冬奥会的中国跳台滑雪女

子运动员。本届冬奥会，我国成功实现了男

子、女子项目同时参赛。尽管在绝对实力上与

这一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相比还存在差距，但

正如励志电影 《飞鹰艾迪》 中所说：“奥运会上

重要的不只是胜利，还有参与；人生的意义不

全在于凯旋，更在于奋斗。”也许中国跳台滑雪

健儿在本届冬奥会上难有奖牌加身，但“雪如

意”上的奋勇一跳注定会是中国雪上项目冬奥

参赛史中值得被铭记的一刻。

（作者系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②②①①

③③

图① 斯 洛 文 尼 亚 选 手 乌 尔

萨·博加塔伊在训练中。

新华社记者 朱 峥摄

图② 2 月 6 日，日本选手小林

陵侑在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男子个

人标准台比赛中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图③ 图为 2021 年 12 月拍摄

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家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