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总设计师佘念、张静

在包容的城市里打造永不落幕的音乐圣殿

T11
2023年7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杨弘农 版式吕燕 校对 汪智博

音乐，是刻在成都人骨子里的浪漫。
在成都这个包容的城市里，不论是代表着
不屈精神的说唱、摇滚，还是深受大众喜爱
的流行音乐，抑或是国风、民谣、电音……
都能找到属于它的位置。

作为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闭幕式的举办场地，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是
具备休闲、娱乐功能的开放式市政公园，还
是能举办露天音乐会的城市音乐主题公园。

7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专访
了中建西南院总建筑师、凤凰山露天音乐
公园主舞台总设计师佘念，中建西南院总
建筑师、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景观总设计
师张静。张静介绍：“凤凰山露天音乐公
园总占地面积约37万平方米，能容纳4万
至5万人同时‘嗨起来’的音乐场地，是全
国中心城区唯一的一个。”

融入诸多四川元素
打造力学之美与人情味的双面剧场

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的双面剧场主
舞台，像一座“川剧凤冠”般的建筑。它
的幕墙使用单元式铝板材料密密排布，
像极了凤冠上镶嵌的宝珠；当夜幕降临，
通过泛光设计，它们又与凤凰羽毛有着
八分神似，熠熠生辉。

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主舞台总设计
师佘念告诉记者：“在设计之初，我们便
将诸多四川元素融入其中。如凤凰、凤
冠这两个元素，在遥望、俯瞰、近观时都
能得到体现。”

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以钢结构为骨
架的核心主舞台总重量高达4200吨，如
何才能精准受力，以达到最佳呈现效果？
佘念解释道，主舞台设计了两个隐藏起来
的超大底座，具备极高的受力能力，能够
承载起大重量的建筑主体。同时，主舞

台上用作撑起成都最大穹顶天幕的是国
内首例双斜拱承双曲抛物面索网结构，
让主舞台呈现出“建筑力学之美”。

佘念介绍，主舞台被分为两个独立
的单元，举行万人以下演出时，可用朝内
的舞台；而演出规模在万人以上时，则可
使用朝外的舞台，众人或脚踩草地、或席
地而坐，能体现成都人随和、安逸、包容
的生活态度。

利用地形和树林巧妙隔音
给市民舒适、活力的生活体验

要在主城区设计一个音乐公园，隔
音，是张静所考虑的首要因素。

露天音乐演出对于声学的要求极高，
其地处市区，毗邻交通主干道。地势开
阔，不能简单使用吸声材料。张静决定，

巧妙利用景观来隔音。
“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位于成都市区

北面凤凰山浅丘陵地带，公园并非一马平
川，从最高处到最低处，相对高差是31
米。设计初期，我们与清华大学声学研究
所合作，对公园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场地声
学环境分析和参数化设计，并利用模型进
行声学环境模拟，确定了功能分区。”

既让音乐可以尽情放送，又不干扰周
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利用高差与树木来吸
声，成为了设计团队的巧思之一。“我们利
用原始地形高差，塑造出波浪地形变化，形
成一道经过计算的天然声学屏障。同时，
公园选择的树木都是吸声功效良好的品
种，兼具美观与功能性。通过自然山地修
复和异龄组合林带结构设计，最终，设计
团队搭建起了公园与舞台的‘骨架’。”

这样打造出来的吸声屏障效果如
何？张静透露，自投入使用以来，凤凰山
露天音乐公园已举办大型演出或典礼20
余场，累计接待游客200余万人次，从未
收到过附近居民的投诉。

“要做到‘永不落幕’，公园一定要成
为城市的一部分，和城市一起成长；策划
和运营同样重要，要引入充满活力的活
动与商业体，让消费为城市注入新鲜血
液。”张静说。

建筑结构与景观一体，是如今凤凰
山露天音乐公园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亮点
之一。张静说，未来，这种回归自然的设
计趋势将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得到越来越
多的体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夜晚的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

市民在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草地上开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