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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彬

走进“2022 民生访谈”直播间，针对市

民关心的体育场馆开放情况、 下半年

上海体育赛事举办等进行了回应。 据

悉， 作为目前持续推进的上海市重大

体育设施在建项目之一， 徐家汇体育

公园将于今年年底基本竣工。

对于许多上海人来说， 这处新打

造的体育新地标， 还承载着人们的集

体记忆。 这里有上海体育建筑“三件

套”———上海体育场、上海体育馆和上

海游泳馆。

新闻晨报·周到《上海会客厅》节

目，邀请到了上海作家马尚龙、体育评

论人周力、原报纸体育编辑蒋天等多位

嘉宾， 请他们分享各自对于“万体馆”

“八万人”和“游泳馆”的故事和回忆。

万体馆生于“万”时代

马尚龙：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

海作家协会理事、 散文报告文学专业

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会客厅》节

目“专家天团”顾问成员

几年前， 在电视台的一台对话节

目中， 我向坐在我对面的成方圆求证

一个有关她的历史瞬间： 成方圆第一

次担任独唱演员，是在上海的万体馆；

之前，她是东方歌舞团的二胡演员。 成

方圆点头说是。

在回忆这一个片段时， 我发现了

一个有关万体馆的有趣现象。 我犯了

一个错误， 但是这个错误被所有人都

接受，因为所有人都意会、也都在犯和

我同样的错误， 连北京来的成方圆都

同样错误地意会了———我说到的万体

馆，在官方宣传中是不存在的，上海只

有上海体育馆。 直至今天，地铁一号线

和四号线有一个交汇的车站， 是上海

体育馆站，而不是万体馆站。

当然， 我和成方圆以及所有人都

没有错。 从 1975 年落成后，“上海体育

馆”仅仅是官方名称，“万体馆”才是最

亲切的昵称，并且在市井生活中，万体

馆才是具有地标意义的建筑。 市井称

呼是无从考证出处的， 如果有人能够

证明自己是“万体馆” 名字的始作俑

者，真应该给他发奖的。

过了好几年。 忽一日，友人送我演

唱会的票子。 我一看，“上海大舞台”是

什么地方啊？ 友人说，就是万体馆呀。

对于万体馆的改名， 当时和我有相同

批判态度的人实在太多， 以至于到现

在，即使是到那里去看演唱会，即使票

子上印的是“上海大舞台”，没有几个

人理会。 假如你打的去，和出租车司机

说要去上海大舞台， 司机肯定没方向

的；假如去万体馆司机不认路，那么这

个司机肯定不是上海人。

“万体馆”“八万人”

和徐家汇体育公园

周力： 五星体育频道首席编辑、

2020 年上海“建筑可阅读”宣传大使，

著有《敢为人先： 上海体育》（上海通

志馆主编，2021 年 8 月出版）一书

世界上著名的体育城市都有自己

的标志性体育场馆， 伦敦有温布利，巴

黎有法兰西大球场， 慕尼黑有安联球

场，马德里有伯纳乌，北京有鸟巢和工

体，上海则有“万体馆”和“八万人”，它

们正式的名称分别是： 上海体育馆和

上海体育场。一座在室内，一座在室外。

1972 年上海市体委提出重建“万

人体育馆”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亲自批

示同意。 1973 年春，停滞了 13 年的体

育馆工程重新开工，于 1975 年 9 月建

成，命名为上海体育馆。 因容纳观众数

量达 1.8 万人，因此被上海人亲切地称

为“万人体育馆”，简称“万体馆”。

1997年，上海举办第八届全运会，

同年在上海体育馆附近建成了上海体

育场。这座体育场因可同时容纳 8万人

进场而被称为“八万人”。上海体育场规

模大，而且设备先进、造型美观，马鞍形

屋面气 势磅礴，夜晚亮灯后晶莹剔透，

让人叹为观止。 上海体育场、上海体育

馆及另一座可以容纳四千名观众的上

海游泳馆（1983 年建成）三足鼎立，规

模雄伟，共同组成了徐家汇一带独特的

体育风景。 1998 年上海体育场被评为

“上海市最佳体育建筑”，1999� 年又荣

获“新中国五十周年上海十大经典建筑

金奖”。 2008年上海体育场成为北京奥

运会足球赛上海分赛场比赛场馆。

随着城市功能的升级，以“万体馆”

和“八万人”为中心，全新的徐家汇体育

公园呼之欲出并将在今年完整亮相。

我的家，就在万体馆对面

蒋天： 育儿专栏作家，自媒体人，

业余运动员， 曾在平面媒体从事体育

编辑工作

我个人对于上海体育馆的情结，

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了，不好意思，我更

习惯称它为万体馆， 因为烙印在心底

太深，改口太难了。 小时候，我和爸妈

开玩笑说， 万体馆就是自己进城的一

个地标建筑， 坐公交车从田林那片农

田慢慢驶向市区。 彼时，田林地区真的

是成片农田， 当这个浑圆好看的万体

馆扑入眼帘时，我就知道，市区到了。

到了学生时代，学校组织春游，除

了标配的西郊公园（上海动物园）之

外， 更吸引我的就是进入万体馆内部

参观，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它的“肚子”

里， 就像个好奇宝宝般， 怎么都看不

够， 想象不出原来万体馆有那么大的

肚量，甚至，我还在“肚子”里和同学们

酣畅淋漓地打了几局乒乓球。

再后来， 我直接就把家安在了万

体馆对面， 基本上， 这里的演唱会门

票，但凡是我喜欢的，统统不会错过。

万体馆隔壁的上海体育场， 虽然

落成时间晚于万体馆， 但我和它的故

事，一样精彩纷呈。 在这里我见过的明

星，从刘翔到博尔特，从梅西到贝克汉

姆，真的是星光四射，那是一长串兴奋

到极致的往事。 演唱会更不用多说，就

在家门口的视听盛宴， 焉有错过之理？

我太太是张学友歌迷，我无比自豪地表

示，他的演唱会门票，即使再贵，我都是

咬紧牙关买的内场票———只要太太开

心，我就开心。 和上海体育场、上海体

育馆的不解之缘， 就像海水一样涌向

自己脑海，再多都倾诉不完。

当年，我曾在“游泳馆”

组织羽毛球活动

严山山： 新闻晨报·周到文艺部

编辑、记者，《上海会客厅》节目主持人

记得多年之前， 我每周都要组织

白领读者去上海体育场（以下简称“八

万人”）和上海游泳馆（以下简称游泳

馆）搞活动，几乎雷打不动。 一是游泳，

二是打羽毛球。 组织游泳相对容易，我

买的是次数卡，进去一个算一个，每到

暑期，我一大清早到游泳馆门口，召集

大家，然后排队入场，至于下水之后他

们是否会“翻起浪花”，那我爱莫能助了。

有一次， 我无意当中听到工作人

员介绍， 说游泳馆那里其实有羽毛球

场地，可以去试试看。 我马上跑到游泳

馆找到工作人员， 是一位很和蔼的阿

姨，好说歹说，总算给了两片场地。 其

实“游泳馆” 的羽毛球场地是分布在

“游泳馆”一楼和地下室，地下室层高

较低，打羽毛球经常会碰到天花板，所

以许多读者还是喜欢在一楼打羽毛

球， 但一楼就两片场地， 所以僧多粥

少，位置非常紧张。

游泳馆里有跳水台，我是不敢去跳

的。 记得有好几次，我和小伙伴们在一

楼打球时，那些穿着泳衣的跳水队员，像

小天鹅般排着队径直穿过羽毛球场地，

那场景，就像是电影《出水芙蓉》的翻

版，但女主角换成了中国的跳水队员。

2017 年 12 月，我接到了游泳馆即

将闭馆改造的通知， 而开展了三年的

羽毛球活动终于落幕。 当我和当年那

些小伙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 我们相

约等“游泳馆”年底建好了，一定要再

去打卡。 （来源： 周到）

徐家汇体育公园将于年底竣工

那些年，上海人和“万体馆”“八万人”“游泳馆”的故事

全新亮相的徐家汇体育公园

2010 年的上海体育场、上海体育馆和上海游泳馆

刘之健 摄

今年 6 月，恢复开放的徐家汇体育公园

室外足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