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4日，64岁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简称“工体”）正在为它的正式回归，做最

后的准备。第二天，新赛季中超联赛将在这里揭幕，北京国安足球队将回归主场。

看台上，6.8 万张“国槐绿”座椅被擦拭一新。草坪上方 50 多米的高处，巨

大的环形罩棚横跨半空，覆盖了整个看台区域。场外，椭圆的造型、灰色的外

立面、工人迎宾雕塑等，仍保留着工体最初的样子……

一切仿若昨日，一切已然新生。

工人阶级的礼物

足球评论员张路还清楚记得，8岁那年第一次跟父亲上工体的事情。

那是在 1959年，工体建设已进入尾声。张路先去了主席台。厚厚的地毯，

踩上去很软，他兴奋地翻了个跟头。然后，他下到场地，看到漂亮的草坪，又以

屁股先着地的姿势来了个空翻……

“上面是草皮，底下是大石头、小石头、鹅卵石……总共 7 层，这样才好渗

水。”张路听着父亲的讲解，觉得既新奇又震撼。

张路的父亲叫沈勃（原名张豫苓），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师，时任北京市建筑

设计院副院长，负责领导当时“首都十大建筑”中 8个建筑的设计工作，其中就

包括“首都工人阶级向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工程”——北京工人体育场。同批建

设的“首都十大建筑”还包括人

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等。

开工前，工体所在的区域

是人们口中“北京东郊的一片

苇塘”。11个月 13天后，这片苇

塘变成一座可以容纳 8 万人的

综合性体育场。

放眼中国建筑史，这样的

速度也堪称奇迹。而奇迹的缔

造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

86 岁的路怀盛就是其中的

一 员 ，参 与 工 体 建 设 时 他 21
岁。“当时在山东招人，听说上

北京干活去，都屁颠屁颠地争着来。”路怀盛还记得当年参加青年突击队的事

情——“规定是干 8个小时，但是大家怎么着也得干到 16个小时，都不觉得累。”

2020 年，超期服役、几番修补的工体开始实施保护性复建。如今，工体以

原貌回归。路怀盛在新闻上看到新工人体育场的照片，微微感慨：“还是 60多

年前的样子，说明那个时候我们的设计，还过得去。”

几代人的情感记忆

1959 年 9 月，建成半个月后，首届全运会就在工体举办，盛况空前。此后

的 60多年，工体的辉煌被不断续写：第一、二、三、四、七届全运会，世乒赛，亚运

会，大运会，亚洲杯……上述每一笔都值得浓墨重彩，只是当它们一起出现在

工体履历上时，才显得平平无奇。这里诞生过辉煌与荣耀，也见证了悲情和伤

感——那是属于几代人共同的情感记忆。

也许是当年跟父亲一起去工体的经历埋下了种子，张路后来成为一名足球评

论员，而后又成为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与工体的缘分越结越深。

回首职业生涯，让张路印象最深刻的比赛，还是 1985 年 5月 19 日的那场。

彼时，刚获得亚洲杯亚军的国足第三次向世界杯发起冲击，在工体主场对阵中国

香港队，战平即可出线，结果 1-2告负。

雨夜中，球迷们久久不肯离开，8万人的球场鸦雀无声。

张路在转播室中凝望静默的全场，心中隐隐不安。身旁的孙正平已经解

说完，起身收拾东西时，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后来，部分心态失衡的球迷

冲出了球场，围堵球员和教练，更激进的甚至走上街头，破坏公共物品……“国

足黑色 5·19”事件给中国足球上了一课，也给球迷们上了一课。

10 年后，工体迎来高光时刻。那两年，欧洲豪门和拉美劲旅接连来华挑

战，但都在工体铩羽而归。“工体不败”的神话由此诞生。

有人评价，一座工人体育场，半部新中国体育史。而那些凝聚了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时代的记忆，很多时候就是由无数个细小的碎片拼成。

如果以 1996 年北京国安足球队入驻工体为界线，工体的前半生更多地扮

演了“国家体育场”的角色。而其后半生，足球赛场的属性则越来越凸显。直

至今日，工体改建回归，已从综合性体育场变身为一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

生活方式的先锋

1977年 9月 17日，张忠骑了近 1个小时的自行车，从北京的南城一路骑到

工体，只为能见到传说中的“球王”贝利。

他壮着胆子偷偷地下到跑道。“贝利离我最近的时候不到 10米，就在场边

练习，他那桑巴足球，看得我心怦怦直跳。”张忠一边说着，一边还抖动肩膀，模

仿着贝利当时的动作。

多年后回想，张忠才意识

到，1977 年贝利所在的美国宇

宙队访华，意义远不止于一两

场球赛，它还意味着中国足球

自此恢复了大规模的国际交

流，是中国准备对外开放的重

要信号。

“工体是中国认识世界，也

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大门。”

中赫工体副总经理张闯负责未

来工体的运营。在他看来，“工

体不只是一座体育场，它还是

生活方式的先锋，告诉你未来

生活的样子。”

站在沙盘前，张闯描绘了工体以后的蓝图：约 10万平方米的地上空间，将

成为一个不设任何围栏的城市体育公园；公园内将提供各类健身设施和休憩

小景，满足市民们休闲、娱乐、锻炼等多元需求；地铁 3 号线和 17 号线建成后

将在工体交汇，实现无缝对接；地下空间将成为商业区和停车场……

随着工体的改造复建，附近三里屯酒吧街等，也在同步进行改造升级，一

些商户已经腾退，未来会引入轻食、咖啡等业态。

“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复建，其实是回归初心，不仅是回归工体建设的初心，

也是回归中国体育的初心。”问及对新工人体育场的期许，张路认为关键要看

将来工体及周边体育城市公园的运营，市民来到工体这片地方，“要有进行体

育锻炼的地方，而不光是看运动员们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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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体 归 来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工 体工 体 归 来归 来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4月8日，北京新工人体育场进行亮灯测试，为正式投入使用做准备，不远处是灯火璀璨的北京CBD（中央商务区）。

2022年 7月 18日傍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
工程的顶棚上，工人们在太阳的余晖下作业。

2022年12月 24日，已经完成施工的新工人体育场足
球场内，知名摇滚歌手崔健来这里参与录制北京电视台的
跨年晚会节目。1986年，崔健在工体演唱《一无所有》，拉
开中国摇滚乐的序幕。

2022年4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建设工地，一名油漆工在钢铁罩棚下悬空作业。

4月 1日，改造后的工体迎来首场大型职工群众性
体育活动，1500名首都职工在这里跳起了工间操。

2022年3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建设工地，工人们
正在施工。

1 月 4 日，标志性的工人迎宾雕塑被运回工体北广
场，等待吊装。

2002年 6月 4日，中国队第一次打入世
界杯，在工体的外场球迷们观看中国队在世
界杯的比赛。 工人日报 许之丰 摄

2004 年，第 13 届亚洲杯足球赛开幕式
在工体举行。 工人日报 许之丰 摄

左图：1959年9月1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 工人日报 赵本甲 摄

中图：1965年7月1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外的游泳场，职工们正在游泳。 工人日报 吴洛夫 摄

右图：1990年9月22日，北京工人体育场，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火炬手许海峰、张蓉芳、高敏（前排从右至左）
跑入会场。 工人日报 蔡金和 摄

一座工人体育场一座工人体育场，，半部新中国体育史半部新中国体育史。。
19591959年年，，作为作为““首都工人阶级向新中国献礼工程首都工人阶级向新中国献礼工程””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建成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建成，，成为新中成为新中

国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场国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场。。这里见证了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这里见证了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也承载了几代人的也承载了几代人的
情感记忆情感记忆。。

20232023年年 44月月，，经过两年多的改造复建经过两年多的改造复建，，新工人体育场完成了由综合性体育场向专业新工人体育场完成了由综合性体育场向专业
足球场的转变足球场的转变，，在在““传统外观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现代场馆””理念的指引下理念的指引下，，工体以熟悉的样子重生归来工体以熟悉的样子重生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