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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建筑与地形结合这一问题，是建筑学学科中

的古老议题，蕴含了建筑与地形之间关系的讨论。

在两者的关系中，如果能够形成一种好的结果，

就能创造一种新的秩序—场地结构。场地结构

来自于地形学，是建筑与地形两者构成的关系及

相互作用的能力。场地结构也可理解为环境、地

形、建筑、空间相关联从而形成的新结构。重点

强调将建筑与地形视作共同承载人行为发生的场

域，在相互作用和成就中达到平衡，展现出具有

清晰性、延展性、开放性的结构 [1]。

杨廷宝的南京中央体育场（以下称“中央

体育场”）设计于 1930 年 9 月，当时的国民政

府已经迁都南京，在南京实施了不少基建计划，

唯独体育设施还比较缺乏。作为首都计划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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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同时为了组织民国 20 年（即 1931 年）

的全国运动大会，以激励民众强身健体，当时

的国民政府决定新建中央体育场。中央体育场

建筑群，包括十片场地及场馆：田径场（场内

含第一足球场）、国术场、篮球场、游泳池、棒

球场、射箭弹丸场、第二足球场、跑马道、排

球场和网球场，总共可容纳 6 万名观众，是当

时远东最大的体育场（图 1）。如今中央体育场

在业界讨论较多的是如何在风格上做到中西合

璧，如何在与场地周边的两组大型纪念建筑保

持了某种联系的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设计。事

实上作为占地颇大的中央体育场项目在场地和

空间上对建筑师从总体布局到细节考虑都提出

了更多且更具体的挑战。中央体育场项目当时

由基泰工程司负责设计，于 1930 年 12 月完成

设计，历时仅 3 个月。1931 年 1 月奠基，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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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竣工，施工历时仅 7 个月。就现在的

施工水平来看，中央体育场的设计和建

设速度也是惊人的。

文章通过解析中央体育场设计，试图

找到杨廷宝设计中的钥匙。而这把钥匙就

是对场地的独到理解，以及在不同层面的

应对和处理。杨廷宝在中央体育场的设计

中充分体现了对地形与环境的关注与重

视，并以建筑的方法予以回应，这种回应

不自觉地引发了场地结构的确立。

二、环境与地形

中央体育场的建设场地由当时的民国

国务会议决定，选在南京郊外中山陵南麓

东侧，灵谷寺南侧地块内，占地约 1200

亩（图 2）。从既有场地的地形变化来看，

“盖其地处于山谷之间，在二陵之南，北

峻而南广，有顺序开展之观，形胜天然，

具神圣尊严之象，若就上举各端考察，均

甚妥适”[2]。中央体育场所面临的地形总

体北高南低，逐级下降，用地范围东西两

侧各有相对较高的地形隆起，整体场地呈

北、东、西三面环抱的姿态。分析后发

现，在决定中央体育场主要场馆建设范围

和场地结构时，杨廷宝从场地环境及文脉

中寻找到了三条主要线索：

一条是顺灵谷寺轴线而下，朝向偏西

南方向的空间通廊，结合较为平坦的地

形，定义了中央体育场的西侧区域。顺着

灵谷寺的空间通廊，杨廷宝设置了没有大

型建筑体量，但需要占地最大的一组功

能：跑马道和第二足球场。从空间体验

上，在主入口的交通广场上向北就能清

楚地遥望到灵谷寺轴线，直面灵谷寺宝

塔。而跑马道和第二足球场就好似灵谷寺

的前序空间深入到了中央体育场内。事实

上这一点在设计初期的总平面图纸上就有

比较明确的表达。总平面中不仅表示了中

央体育场的总体布局，更是把灵谷寺区域

也一并绘制了进来，由此可见灵谷寺空间

轴线对中央体育场总体布局的影响与参照

（图 3）。

第二条线索是场地以东朝向东南方向

的山脊线，它是场地中的一处大的高差变

化，限定了中央体育场的东侧边界。结合

之前已经布置的跑马道和第二足球场，一

个梯形的建设范围便从大场地中限定了出

来。在这个相对平缓的梯形的区域中杨

廷宝设置了田径场（场内含第一足球场）、

国术场、篮球场、游泳池、棒球场等主要

场馆建筑群（图 4）。

第三条线索则是场地与中山陵的关

系，场地选址在中山陵东侧，“兼以地依

陵寝，更可时存敬仰” [3]。事实上选址时对

能从场地适时地瞻仰中山陵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在场地布置的时候杨廷宝充分考虑

到了这一点，结合之前的两条场地线索，

在跑马场的南端结合场地东侧的主要建筑

体量，布置了主要入口轴线。这条东西向

的轴线面向中山陵一侧，在人流进入场地

或是退出场地时，都能照顾到西侧半山上

的中山陵。

针对中央体育场的选址，杨廷宝仔细

甄别了场地周围的主要影响要素，并结合

场地本身地形变化的轻重缓急，在山地地

形中为体育场馆找到了最为合适的平坦场

地。也整体为中央体育场项目提供了正确

的大场地结构。

图 1：中央体育场规划鸟瞰设计图

图 2：中山陵总体规划图 图 3：中央体育场规划总平面设计图 图 4：梯形建设范围与地形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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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线

有了对于来自场地的三条线索的整体

把握，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较为细致的形

体对应和轴线布局。中央体育场中体量最

大的田径场场馆由于对阳光来向的基本要

求，长轴需为南北方向，因而主席看台则

应出现在长轴中部并同时作为主要入口界

面。于是进入田径场的主要道路主轴线则

为垂直于长轴的东西向，连接面向中山陵

方向的场地轴线直至场地主入口。紧靠田

径场西侧布置了国术场与篮球场，它们对

称布置于东西主轴线的南北两侧，以此更

加强化了东西主轴线的仪式感。游泳池、

棒球场则与主要的东西轴线成 45度夹角

布置，这顺应了它们所在位置的等高线方

向变化。另一方面，斜向的 45 度的轴线

也与主要的东西向轴线汇合于主入口的道

路交叉处。加之灵谷寺的空间通廊轴线，

由此，在体育场主入口处，东西向田径场

主要轴线，45 度夹角的游泳池、棒球场

轴线，以及灵谷寺南下的空间轴线三线合

一。在进入主入口的那一瞬间，就能非常

明确地感知到中央体育场的三组主要建筑

群。轴线是人活动流线的一种刻意设置，

也是仪式感的主要来源。中央体育场的轴

线布置照顾到了场馆功能布置的需要，但

更多地是为了强调地形处理，以及对周边

环境的回应，从而产生仪式感（图 5）。

事实上，在中央体育场的设计中对于

场地的考虑，包含了外围环境和内部地形

对设计总体布置的影响。总体布置的参考

也来源于场地提供的各种线索，并帮助设

计确定了总体格局。通过合理的轴线及地

形处理，中央体育场中的建筑群就像是在

地形等高线水流中的几组石头，顺水而

置，很好地顺应并融入了地形（图 6）。这

为下一步建筑与场地的相互平衡提供了良

好的基础。

四、房地关系

在周边环境对项目提出的挑战通过总

体布局回应和化解之后，摆在建筑师面前

的下一层级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为数不多

的建筑体量来控制整块场地，同时利用地

形产生辨识度和仪式感。于是建筑与场地

的关系就成为接下来的设计重点。通常认

为的建筑与场地之间的关系是位置关系、

建筑处理地形变化的方式等。杨廷宝在中

央体育场的设计中，针对不同建筑，在与

场地交接时，遵循总体布置轴线关系的同

时，运用了不同，但恰如其分的方式帮助

场地和建筑共同融合，形成了特殊的房地

关系。

1. 隐入地形—田径场

田径场是一个巨大的环形建筑体量，

占地约 77 亩，南北长 300m，东西宽

130m，设 10m 宽的 500m 跑道一圈，另

设 13m宽的 200m直跑道两条。根据总体

布局，田径场所在地形北高南低，东高西

低。从短剖面来看，田径场位于一片相对

较高的地面上，西侧地形高度逐渐下降，

这样田径场总体是布置在一个相对的高台

上，这也符合东侧作为主要入口及看台所

需要的辨识度和仪式感（图 7）。在长剖面

上，由于地形北高南低，以看台作为基准

面，北面直接利用天然地形成为看台。南

边由于地形缓降，看台下的使用空间逐渐

增加，作为办公、运动员宿舍、洗漱等辅

助用房，建筑体量也逐渐显现。主席台位

置通过两层建筑凸显在场地中部帮助建筑

中段形成极具仪式感的体量。从外部看，

田径场就像一根巨大的环形地梁缓缓地从

北侧的土地里伸出（图 8）。

在与地形的关系上，由于田径场北侧

1/4的建筑体量就是地形本身，田径场呈

现了一半隐入，一半显现的房地关系。这

种房地关系配合着总体的空间轴线，还在

空间和流线上提供了有节奏的感知，使用

者和场地的关系在不断地被建筑提示着。

杨廷宝曾说过：建筑结合地形，不只是指

外部的建筑空间，而且包括内部的建筑空

间 [4]。配合剖面可以发现，田径场从整个

园区的入口处看，是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建

筑体量缓缓向人们展开，这就是田径场的

西侧主席看台（图 9）。进入西侧看台的首

层之后，是一个完整的室内大厅空间，穿

过大厅马上看到的是一个空的场地即田径

场跑道和足球场空间。而后两部大楼梯引

导人们折返向上进入主席看台，空间又开

始具有包裹感。此时由于高度逐级升高，

在视觉上，对于周边环境的感知也开始逐

渐开放，紫金山和中山陵缓缓进入人们的图 5：主要建筑三条轴线关系综合分析 图 6：中央体育场规划实体模型中展现的建筑和地形的关系



014 专栏  杨廷宝作品分析与解读  Colum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YANG Tingbao（T. P. YANG）’s Architectural Design

视野。最后当坐下来回头看田径场时，视

觉感知则又一次被抛向建筑。田径场的主

席看台，在极小的建筑体量和流线行程内

组织出了包裹、开放再包裹、再开放的渐

进空间感知层次（图 10~图 12）。

当然，这种空间和地形匹配的考虑，

在体育建筑的交通组织上也具有其独特

的优势。一方面，北部看台直接利用地

形，观众就能直接从北部地形高处顺势进

入看台；另一方面，靠南侧拥有看台下部

建筑空间的部分，设置了 16 部公共楼梯

联通观众看台和田径场场外，但并不直接

通向赛场。运动员则是从东西两侧的主入

口，或是看台下的休息区域直接进入运动

场地，避免了运动员流线与观众流线的交

叉，这一点在杨廷宝的自述文章中也有过

明确的表达（图 13）。

从房地关系上来看田径场从南至北慢

慢地消隐在了地形中。从空间感知上，流

线配合实体与空的巧妙组织，田径场建筑

赛。在初步确定的总体布局上，篮球场位

于田径场东西向轴线的北侧，地势较高，

国术场位于南侧，地势相对较低。篮球场

的主要入口面南，而国术场的主要入口则

向北，两部仪式性的大台阶配合牌坊相对

设置，共同面向主要轴线，强化了主要场

地入口空间序列（图 15、图 16）。

在与地形的关系上，由于国术场与篮

球场较之东侧的田径场尺寸要小很多，在

处理与地形的关系上，也少了很多纵深来

与地形发生关系。于是我们看到，杨廷宝

在处理国术场与篮球场体量时分别通过自

忽显忽隐，与建筑体量在地形中的显隐共

同呈现出一种有独特的空间节奏（图 14）。

2. 成为地形—国术场与篮球场

国术场与篮球场是两个相对较小的体

量。国术场平面呈正八边形，北侧一边为

器械成列平台，其余七边均为看台，能够

容纳五千四百多人。篮球场平面呈长八边

形，设置环形看台，南侧看台最高处设置

比分显示区，平台下方为办公、运动员更

衣等功能空间。能够同时容纳五千多人观

图 7：田径场主席台短剖面 图 8：田径场与地形关系示意

图 10：田径场主席看台二层高处面向紫金山一侧图 9：田径场主席看台主入口的西侧立面

图 11：田径场主席看台与中山陵的位置关系 图 12：行为与空间序列的展开关系 图 13：田径场立体交通流线分析

图 14：田径场与地形的房地关系 图 15：国术场与篮球场与地形关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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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看台，在所处的地形区域内形成了明

显的地形隆起，让两个场馆能够做到与地

形产生较为明显的对话关系，帮助两个场

馆增加了实际对场地的控制范围，也同时

增加了他们的体量。篮球场与国术场所处

区域地势总体北高南低，即使是篮球场北

侧的地势最高点，其看台所产生的隆起也

微高于周边场地。从建筑与地形关系的角

度看，这样的设计保持了两组场馆的基本

体量识别度，而非使其完全陷入地形之

中。在长剖面上看，地形与人造隆起则从

北至南共同呈现出起—落—起—落

的空间节奏（图 17）。

从房地关系上看，国术场与篮球场选

择了显于地形的态度。由于这两个场地的

大小与田径场相去甚远，需要通过相对凸

显的形体来增加辨识度，以便能与近在咫

尺的田径场相匹配。另一方面，设计中对

形体隆起的处理也是微妙的，杨廷宝用

绿化和地形缓缓过渡了因为看台而产生

的隆起，这让建筑又回归了地形（图 7、 

图 18、图 19）。

在交通组织和空间感知上，国术场与

篮球场隆起的看台提供了上下分层的立体

交通。运动员利用隆起平台下方的空间进

入运动场，依靠隆起处布置的室外大楼梯

则作为观众的主要流线，可直接进入看

台。观众伴随场地的隆起，拾阶而上到达

国术场与篮球场的顶部。此时运动场直接

进入视野，而周边更大的环境也完全展

现。当观众顺着看台逐级而下时，环状的

看台开始逐渐产生包围感，周边环境则逐

渐开始消失，一个相对独立安静的运动场

所也就被限定了出来（图 20、图 21）。

在房地关系上，国术场与篮球场通过

看台营造了隆起的地形，在邻接道路的位

置，各自嵌入了带有使用空间的“房屋”，

以及屋顶平台部分，与看台共同组成了具

有场地感的运动场。配合流线，在使用体

育功能的过程中，场地和周边环境交替显

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空间节奏。显于地

形，最终又归于地形。

3. 顺应地形—棒球场与游泳池

棒球场与游泳池所在位置的地形，等

高线变化较多，从北到南等高线的走向也

有一定的偏转，于是在总体布局上棒球场

与游泳池轴线追随地形的偏转。从与地形

的关系上来看，是一种总体顺应地形的态

度。北侧棒球场所处的地形类似于谷口，

棒球场呈小于 90°夹角的扇形平面，场地

半径为 85m，形成了有围合感的喇叭口，

地形顺势而下，承托了北侧看台与运动场

地。看台就着原山坡地形建造，斜靠在场

地北侧地形中，共能容纳四千人同时观赛

（图 22）。

图 16：国术场与篮球场南北轴线剖面

图 18：篮球场外观 图 19：国术场外观

图 17：国术场与篮球场南北轴线剖面分析 图 20：篮球场场地空间 图 21：国术场场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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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整体平面为矩形，靠北侧设置

主要建筑，包含办公、男女更衣以及设备

机房。正对主要建筑的是标准的 50m 泳

池，宽 9m含 9条泳道，浅水深 1.2m，最

深处为北侧 3.3m，衔接北侧主要建筑平

台，同时也供跳水使用（图 22）。长剖面

上，可以看到地形总体由北到南逐渐下

降，其中，在游泳池的北部用建筑及平台

的方式承接地形突变，带有功能的建筑体

量好像一个堤坝，阻断了倾泻而下的地形

等高线，也顺势形成了位于低处游泳池的

北侧边界（图 23）。

在交通组织和空间感知上，棒球场

的观众可以从运动场倚靠的地形顺势而

下直接进入看台，运动员从南侧直接进

入喇叭口所围合的场地。游泳池的观众

需要先从外部拾阶而上到达看台顶部而

后向下进入看台。运动员则从北部依次

通过更衣室，消毒池后再向南进入游泳

池。空间上，泳池处于地形低洼处，两

侧地形上的看台均高于泳池，游泳时所

能感受到的空间是被周边看台包围的空

间，形成了较为安静的氛围利于选手集

中精神比赛。而看台上的观众则可以同

时感受到周边环境以及场地内的泳池。

在使用游泳池的过程中，泳者浴乎其间，

仿佛天然池沼 [5]，高处的看台就好像是

岸，水岸之间的高度也通过地形表达了

出来（图 24）。泳池北侧的建筑也作为了

棒球场南侧尽端的空间收头。而顺应地

形变化的棒球场就像个凹陷的座椅，以

环抱的姿态作为了棒球场游泳池这条轴

线的收尾（图 25）。

在房地关系上，由于这一区域地形变

化丰富，棒球场与游泳池这一组建筑，均

利用了原有的自然地形，稍作调整形成看

台。棒球场就原地形建造，节省了很多土

建费用和施工时间。北侧的两个门头暗示

了从高处进入场地的范围。时至今日，在

棒球场已不复存在时，两个门头还暗示着

曾经存在的地形变化（图 26）。游泳池北

部嵌入的“房屋”部分。通过剖面设计，

顺势连接了南北两块不同的标高，也为游

泳池提供了必要的更衣设备等使用空间。

这种顺应地形的方式，化繁为简，很好地

处理了复杂地形处的房地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央体

育场中的主要建筑群体，分别以显隐相

间、成为地形，顺应地形这三种不同的方

式组织了房与地的关系。配合不同建筑形

体大小和总体布局的轴线关系，时而隐入

地形，时而成为地形，时而接续地形。配

合不同的使用功能，利用了场地高差，形

成立体流线布局，防止了使用和管理上的

流线交叉。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配合着这

些行为，使得环境与场地在空间感知层面

时显时隐，形成了独特的空间节奏与场地

结构。

五、场地结构

场地结构是建筑空间结构与场地相结

合，共同作用后产生的新结构，它凸显设

计者对于场地的理解和处理。场地结构也

是将场地纳入到建筑中去考虑的方法，让

建筑内部能够感知到场地，与此同时也通

过建筑来揭示被隐藏的场地特征。在中央

体育场的设计中，我们看到杨廷宝对于

房、地以及空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视。将空

间、建筑、地形拧在一起，艺术效果是那

么好！ [6]

在总体布局上，中央体育场场馆建筑

群虽然占地很大，但是室内空间其实很小，

能够帮助控制场地的形体也非常少。在当

时那么一个空旷的场地中，仅仅依靠了这

么一点建筑面积和体量，杨廷宝就以房地

结合的方法控制住了 1200亩的场地。同

时形成了像田径场一样缓缓离开场地的轻，

以及篮球场国术场一样下沉成为场地的重。

使得整个场地更易于形成锚固和瞬变的力

量之间的张力，更易于形成领域感。[7]

杨廷宝将轴线塑造和地形感知相结

合，通过建筑与地形产生合理的藏与显，

让体育场拥有了建筑感，让建筑在场地上

立了起来。使得体育场既有国家级建筑所

需要的礼仪性，也有对等高线、地平线、

山脊线、山谷线的充分回应。在这里，

“房”与“地”互借互成，同时共同组织

图 23：棒球场与游泳池长剖面图 22：棒球场与游泳池与地形关系示意

图 24：游泳池内景 图 25：棒球场—游泳池长剖面关系示意 图 26：棒球场门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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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立体化的交通、承载了人的行为。场

地、建筑、构筑物相连接形成了独特的场

地结构。从人视角度可以发现，中央体育

场的多组建筑群，最终从主要入口一侧只

能看到半个田径场，好似地形中延伸出来

的水平线在紫金山南麓缓缓展开。其余的

建筑或是成为地形或是融入了地形，成了

新的地景，帮助建筑完成了在环境中的建

造（图 7、图 27）。

时至今日，原先的中央体育场建筑群

周边已经加建了一系列的建筑，同时原先

的树苗在经过将近百年的成长也成了浓密

的树林。当场地中的建筑已经多到无需

再用原先的运动场馆来支撑这个场地的

时候，我们转而发现杨廷宝原先设计的

几个体育场地，成了这 1200 亩场地中的

“空”。这些“空”帮助稀释了不断增加的

场地密度，使得整体场地看起来不会过于

拥挤。同时它也帮助保持了场地空间包裹

和开放之间的平衡（图 28、图 29）。

六、结语

中央体育场及其建筑群占地颇大，杨

廷宝对于地形的深刻认识以及在设计中的

高妙处理可见一斑。在应对外部环境提供

的场地线索时，杨廷宝通过抽丝剥茧的方

式条条应对，对于中山陵以及灵谷寺的影

响在总体布局中直接回应。针对场地地形

本身，由于快速的工期要求，设计需要充

分利用现有地形，以此减少土方量，寻找

到最为合适的“平地”才能省时省力。随

后配合轴线关系，进一步强化外部条件对

总体布局的影响。同时将人的行为和环境

与空间的显隐通过房与地的不同组织方式

有节奏地控制了起来，避免了体育建筑与

场所和环境之间割裂的情况，最终展现为

同时具有清晰性、延展性、开放性的结

构，从而实现了一种空间开放。随着中央

体育场在 80 余年间的不断增扩建，这种

对场地的清晰控制又再一次适应了加建后

场地实与空的反转。在密度不断增高的情

况下，体育场这一建筑类型，从初建时的

实体转变成了高密度下难得的空。这也正

是场地结构作为设计方法的重要意义。

[ 感谢葛明、童明、李华教授对本文的指导。杨潇、

林凯逸参与了中央体育场的设计分析，对论文亦有贡

献，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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