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6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 22辑

师友情

王兵，1963 年 9 月出生，祖籍辽宁，

198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曾任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体育建筑

工作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

级注册建筑师。2011 年 6 月 17 日因病去世，

终年 47 岁。本文是马国馨院士为《剑锋犹

未折——建筑师王兵》（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一书所写的序言。

王兵是 2011 年 6 月 17 日离开我们的。

他走的时候刚刚 47 岁，按说正是精力充沛、

经验丰富，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却因患

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他熟悉的同事和创作集

体，离开了他所热爱并执著的事业。回想

起来，他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

24 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也就是 12 年

的时间是在四所——我们这个创作集体里

度过的，我们一起设计、加班、讨论、出差、

下工地，也眼看着他结婚、生子，成长为

设计院的技术骨干、副总建筑师。

王兵是 1987 年 7 月 10 日到院科研楼

十层的亚运会体育中心设计组来报到的，

在我的工作日记里有专门的记录。当时我

还不清楚他为什么点名要到这个设计组来，

后来知道他和已在设计组的董笑岩的关系

以后，稍微明白一点，因为此前小董的研

究生实习和毕业后都在我们这里工作，我

想可能和小董的介绍有关。那时王兵还是

24 岁的年轻小伙子，虽在北京生活很长时

间了，但言谈中还时常露出一点东北口音。

还记得在国庆节前，院里在月坛体育场举

办运动会，王兵听说了也跑去代表四所参

加，回来还很得意地告诉我们，他短跑拿

了个第一名，可是坐在那里刚过了没一会

就脸色煞白，说心脏不好受，可能是运动

太激烈或是准备活动没做好，把我们都吓

坏了，赶紧送到阜外医院急救，幸好有惊

无险。

在一起工作的 12 年中大的事情有三

项，1990 年前是亚运会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工 程，1991—1992 年 是 申 办 2000 年 奥 运

会的筹备工作，1993—1999 年是首都国际

机场 2 号航站楼的扩建工程（当然其中穿

插了若干零碎的投标竞赛和方案）。首都

机场工程结束后，设计组就解散回所了，

此后申办 2008 年奥运会，几次设计竞赛和

和王兵在一起的日子

○马国馨（1965 建筑）

马国馨（左）、刘开济（中）与王兵在一
起（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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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时都有工作接触，但那时王兵已经是

独当一面，带领庞大的设计团队，对相关

工作全面负责的主要人物了。 

 王兵到亚运会设计组时，规划方案已

经确定，三大比赛场馆的建筑方案也基本

成形，他很快投入闵华瑛领导下的体育馆

的设计。因为施工单位很快就要进入施工

现场，所以抢设计图纸的任务十分紧张。

王兵很快就进入了角色，熟悉了工作，并

发挥出了自己的创造力。记得在体育馆南

部门厅的处理上想了不少方案，最后正立

面入口处的特大水平圆雨水管就是采纳了

他的主意。在工程中崭露头角是第二年，

他负责了曲棍球场的主要设计工作。这是

体育中心四个比赛设施中最后开工的一项，

也是国内第一座按照国际标准设计的曲棍

球场，虽然观众席只有 2000 座，但是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而且当时还全部是手工

绘制图纸。1988 年 7 月初步设计交指挥部

审查，10 月施工单位进场，月底就完成了

全部施工图设计，这也是以王兵为主要设

计人员完成的第一个工程。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最后验收是 1990 年 7 月 9 日，正好是

王兵到设计组整整三年的日子。

在亚运会设计图纸完成后配合施工的

过程中，还曾参加过几次设计竞赛，王兵

都是主要参加人员。一个是 1988 年 4 月的

天津体育馆竞赛，也是我们设计组参加的

第一个竞赛，我们做了认真的准备，最后

获得二等奖第一名（一等奖空缺）。1989

年 3 月，日本东京国际会议中心的国际竞

赛开始报名，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

遇到的第一个正规的国际设计竞赛。其设

计文件、规定、答疑、手续均十分严格，

院里在刘开济总领衔下，刘力和我以及一

批年轻同志都参加了紧张的工作。在大方

案确定以后，王兵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完

成基本图纸的工作，并在 9 月送交了方案

和模型。从该竞赛发表的最后审查报告看，

在预审和共三轮审查中，中国送去的 15 个

方案中，有 3 个方案进入了第二轮，即北

京院、建设部院和同济大学的方案，但在

最后一轮的审查中都被淘汰。这次参加国

际竞赛除了发现我们在理念、表现、制作

等方面的差距外，也还暴露了在体制、职

业等方面的一些不足。1989 年 11 月，我

们参加了武汉天河机场的设计竞赛，因为

当时已经得到首都机场将要扩建的消息，

所以也以参加这个竞赛作为一次热身和练

兵。我和王兵一起把图纸和模型送到武汉

去，那时已是年底，当天晚上在旅馆住下

时已经很晚了，只记得客房里不知什么原

因冷得要命，王兵和我连棉衣都没脱，和

衣蒙头将就睡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拉开

窗帘才发现有一扇窗户大开着！ 

1990 年 8 月，我们还参加了西客站的

设计竞赛。当时院里决定由一所和四所按

照中国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分别做两套方

案送交。实际上除建筑形式外，我们在交

通组织、人流车流和物流的分配、改革车

站设计基本模式上还是动了很多脑子。11

月底提交方案，当时采用的是白色的小中

药水丸充当模型底板上的树阵，设计组包

括王兵在内的年轻同志花费了整整一个通

宵粘这些药丸。后来又陆续修改了两轮方

案，第二轮方案就是由王兵提出的两个流

线型的圆筒组合方案，这种体形对于北立

面为主的建筑物还是有不少优越性的，并

采用了当时还是很少用的银白色面层饰面

（当时的饰面材料还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



138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 22辑

师友情

结果评选时，铁道部一

个副部长揶揄说：“ 北

京院给我们做了两个大

高 炉！”（ 实 际 上 他 是

要支持铁道部的方案）

后来有关领导执意要采

用中国古典风格的方案，

加上我们很快又接手了

申办 2000 年奥运会的筹

备工作，于是西客站就

告一段落了，但这段经

历对于了解大型交通建

筑 人 流、 车 流， 地 下 地

上的各种流线组织以及

处理与城市的关系等，为我们后面的机场

设计积累了许多经验。

2000 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是从 1991

年 3 月开始，陆续到 1992 年 5 月申报书完

成，此后准备国际奥委会的考察以及 1993

年 1 月正式提出申办报告。当时参加这一

工作的除单可民和我两位老同志外，还有

王兵、陈晓民等年轻同志参加。因为我国

是第一次申办，所以没有经验，除了要了

解国际奥委会的要求，研究历届奥运会申

办国和主办国的相关报告外，还要到国家

体委各相关部门了解比赛规则和要求，结

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规划比赛场馆、练习

设施、运动员村和相关设施的选点、用地，

以及哪些是新建，哪些是改扩建。当时我

们这个工作班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效率还

很高，而且当时计算机技术也有了较大进

展，但还需要设计人员和计算机所合作完

成有关图纸和表现效果图，这些都由王兵

他们年轻人来完成了。最后的申办报告共

分三册 457 页，第二分册的场馆设施就占

去了 316 页。在其中的新建设施里，包括

室内自行车赛场、水上比赛、马术比赛项

目等，在国内都还没有建成的实例。而且

所有的比赛设施里涉及比赛场地、观众人

数、记者、贵宾、官员、赞助商的设施和

面积等，都需要得到 25 个比赛项目的国际

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检验和批准，那真是细

微而又繁琐的工作。另外，主会场的规划

设计方案也是由王兵主要执笔完成。当时

把主会场确定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南部，

规划方案与北部已建成的体育中心一期在

手法的呼应、建筑的对位、交通的处理上

都衔接得比较自然。最后供国际奥委会审

查的表现模型是由地处北二环的一家北京

工艺美术工厂完成的，但他们对制作建筑

模型并不擅长，所以为模型的色彩、材料、

表现手段、介绍图纸等，王兵和我到那儿

跑了好多趟。2000 年的申办最后虽因两票

之差没有成功，但还是为 2008 年的申办打

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在申办奥运会的两三年时间里，设计

2002 年，王兵（前左 2）与参加北京奥运方案工作的同事在一起。
前排左 3、4为清华校友朱小地、马国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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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也插空做过一些方案，其中由王兵主要

执笔的工程有京津花园、长春兽医大学体

育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扩建、现代文学馆等，

其中前两个方案付诸了实施。

从 1993 年到 1999 年，我们又在一起

承担了首都国际机场扩建（包括候机楼和

停车楼）的工程。在亚运会工程十几万平

方米的任务是由三个所共同完成的，而首

都机场几十万平方米的任务完全由一个所

来完成，而且这又是除流程工艺以外，其

他的建筑设计完全由中国本土建筑师来完

成的大型机场工程，所以内容更复杂，参

与的单位和人员更多。当时除清华同班同

学马丽和我作为工程主持人外，王兵、陈

晓民、吴凡等年轻同志都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整个工程前期的审批旷日持久，到

1995 年才最后确定流程和建筑方案，此前

由于“夺回古都风貌”的导向，对机场也

曾做过若干民族传统形式的探讨，后来随

着 1995 年 4 月人事的变更，我们认为作为

现代化交通设施的机场还应更多地表现时

代的特点，于是在研究了修改方向以后，

由王兵执笔又重新设计了航站楼的立面方

案，更多地表现了现代化、工业化的流线型，

经过修改的全新立面方案在年底首都艺术

委员会的审查会上顺利通过。在此后的建

设过程中，王兵也更多地独立承担了建筑

外立面的控制和技术设计。记得在大屋面

的天沟设计、值机大厅的两侧山墙玻璃幕

墙的设计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当时都是极

具挑战性的，但在工程指挥部、设计、施工、

厂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困难都得到了较

为妥善的解决，也充分显示了王兵独自处

理现场技术难点的应变能力。

在繁忙的机场工程和现场工作中，王

兵还抽空执笔了保定中国银行和中科院北

京天文台的工程、奥体中心运动员楼、国

家体委办公楼改造与方案，前两个工程都

是由其他单位完成的施工图。保定中国银

行建成效果还可以，我们在建成后经过保

定去看过这个工程，还到行长办公室去拜

访行长，把行长吓了一跳，因为当时他还

拖欠着设计费，看我们来了一大堆人以为

是来讨债的呢。

在设计组共事的 12 年里，除申办奥运

没有成功外，另两个实施的大工程都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我们获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

市科技进步特等奖，得到了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签

名的奖牌。两个工程都获得

了国家优秀工程金奖，建设

部优秀设计一等奖，北京市

优秀工程一等奖。这些荣誉

里都包含了王兵在内的全设

计组同志们的智慧和心血。

因为工程项目关系，我

们设计组的工作地点曾几经王兵夫妇（左 1、2）与同事们（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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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亚运会和申奥时在院科研楼 10 层，

首都机场时曾在院 A 座 6 层和院外的理想

大厦，还有机场的现场办公室。尽管因工

作紧张而经常会有讨论和争论，但大家相

处和谐而融洽，充满了温暖和亲切的气氛，

包括中午的聚餐、自助餐、火锅，包括紧

张工作之余的吃西瓜、吃冷饮，包括小组

到颐和园去荡舟，到卡拉 OK 唱歌，逢年

过节的联欢……我们看着王兵儿子王燕嵩

的长大，他加班时经常带着儿子来。为了

调研、加工、订货、投标，王兵和我去过

天津、武汉、济南、青岛、珠海、深圳、

南京、丹阳、保定、廊坊……我们还一起

出 国 考 察：1993 年 9 月 为 首 都 机 场 方 案

设计去加拿大多伦多，美国纽约、亚特兰

大、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机场调研；

1996 年 4 月为机场停车和行李系统去日本

东京和大阪考察；2002 年 6 月，一起去洛

桑国际奥委会参加体育建筑学术会议，了

解有关体育建筑发展的最新动态，同时也

介绍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的初步安排。王兵

和我还同是中国建筑学会体育建筑专业委

员会的成员，经常一起参加学术会议，与

同行交流。

我还是比较相信人的血型对于性格的

影响，王兵和我都属于 AB 型血。那时我

们设计组中 AB 血型的人有好几个，可能

共同的爱好和秉性更多一些。但王兵在平

时表现出了更多的细心和热心。1993 年初

刚开始做机场方案的时候，王兵在市场上

发现了一款立式台灯，从价格、色彩、造

型各方面都很好，于是向我们大家推荐，

这款台灯经过快 20 年，还被我们家用着。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必须一提的，为了我家

里老人去医院看病方便，我考取了驾照并

在 2005 年 7 月准备买车，王兵知道以后就

把这个任务揽了下来，先是在大热天里花

了大半天、陪着我和老伴去亚运村和南三

环的车市挑选车型，选定车型两周后又帮

着我提车和试驾，又过了几天又开车到昌

平车管所去办理牌照，然后又领我去他较

熟悉的装饰店去贴膜，购买坐垫，最后又

找一天把我的车子开到高速路上去跑一跑，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到现在也还没有这个

胆量呢！这样我的购车全过程的诸多麻烦

就在王兵细心指导和热情帮助下逐一迎刃

而解，以至直到现在老伴和我一坐上车子

就要念叨起王兵的好处。

首都机场 2 号航站楼扩建工程竣工以

后，王兵也有了更多的独立表现机会和更

大的舞台，尤其是在国内两次重大的国际

设计投标活动中，即“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规划设计方案”和“国家体育场设计方案”，

王兵率领庞大的团队投入了工作，都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展现了中国本土建筑师的

想象力和创作实力。尤其是国家体育场的

方案评审，最后入选的三个方案中只有北马国馨学长为王兵去世撰写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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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院的方案是由中国建筑师独立完成并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案，并独创地提出了

“浮空开启屋面”的新颖构思。我曾在不

同场合，从独特性、戏剧性、经济性、丰

富性、可操作性和可拓展性等六个方面进

行过宣传和推荐。但是这个可以用来振奋

民族精神，提升我国设计水准的千载难逢

机遇并未被有关方面敏感地抓住，文化自

信和文化自觉的缺失使我们眼看着大好机

遇的丧失真是可惜。虽然后来王兵和他的

团队在国家体育馆的项目中又争得了一次

我校 1949 届校友黄祖民学长，因病于

2016 年 7 月 6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

黄祖民，广东中山人。1928 年 3 月 12

日 出 生，1948 年 8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194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49 年 3

月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委、国际部干

部；1950 年 9 月任团中央学生部干部、书

记处秘书。1952 年 9 月任天津市委工业部

秘书，1956 年 10 月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

1966 年 3 月任新华社国际部东方组组长。

1979 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亚太总分社）

副总编辑；1988 年 4 月在原新华社香港分

社宣传部工作；1990 年 9 月任紫荆杂志社

社长兼总编辑（副局级）。1992 年 9 月离休。

黄祖民同志一生兢兢业业，扎实工作，

在不同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辛勤奋斗，

无私奉献。青年时期，他追求真理，向往

光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全国学联、

共青团中央、天津市委工业部、新华社及

香港分社任职期间，他努力工作、任劳任怨，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奉献于党和国家

的新闻事业。曾担任刘少奇主席、周恩来

总理出访随团记者和亚非会议记者，负责

过中印、中越边境冲突的报道。在紫荆杂

志社工作期间，他积极履职尽责，广泛联

系香港各界爱国爱港人士，以紫荆杂志为

平台，在宣传中央对港澳方针政策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离休后，他仍然关心香港回

归工作和“一国两制”事业的发展，力所

能及地为香港工作出谋划策。

黄祖民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他恪尽职守，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作风严谨，深入

细致，注重工作成效。他清正廉洁，生活

简朴，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他关心群众，

团结同志，深受大家的尊敬和拥戴。黄祖

民同志的崇高品格和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

机会，这是奥运中心区里唯一一座我国自

行设计、自行施工、全部采用国产建材建

设的体育馆，从设计技术上也有较大的突

破，但在社会的媒体宣传和舆论上又很不

给力，也让人很为之不平。

王兵自己曾说：要为事业“付出全部

心血而无怨无悔”。我希望通过这个简短

的回忆，能从平凡发现高尚、发现敬业，

从过程回忆中发现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

从而记住和王兵在一起的日子。

2012 年 4 月 16 日

紫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黄祖民学长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