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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建筑师的 高理想，就是当人们

谈起他（她）的名字的时候就会想到一座

城市。或者，当人们谈起一座城市的时

候，怎么也不能忽略他（她）的名字。

1966年，当张锦秋在西安定居的时

候，她也许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44年

后的今天她却发现，她和西安这座城市已

经是密不可分。在西安，张锦秋的名字与

这座城市几十年来出现的很多标志性建筑

紧密相连。

陕西历史博物馆、“三唐工程”、群

贤庄、陕西省图书馆、美术馆、黄帝陵祭

祀大殿、大唐芙蓉园、延安革命纪念馆等

一系列传承民族精神、展现时代风貌的

卓越作品。相比很多城市中显眼的西式建

筑，从张锦秋的作品中人们感受更多的是

一种传统文化的气息。

西安成了张锦秋的舞台，她凭借自己

独树一帜的“新唐风”建筑设计风格，在

这个舞台上迈着轻盈的步伐。

父亲的愿望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36年10月，金秋季节，她在“锦官

城”成都呱呱坠地，长辈取名“张锦秋”。

有人说这个名字起得好，正好对应着

叙事的三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果

不其然，多年以后，张锦秋真的成了个

“人物”。

从1987年至今，她一直担任中国建筑

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1991年，她获

得首批中国工程建设设计大师称号；1994

年，她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00

年，她荣获梁思成建筑奖；2009年，在新

中国成立60周年百项经典工程评选中，她

主持设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延安革命纪

念馆榜上有名……

2010年，还是在金秋10月，张锦秋成

为何梁何利基金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科学

与技术成就奖”的女性。

对于荣誉，张锦秋在获奖感言中说：

“在西部的漫长岁月中，我像一名埋头耕

耘的农夫，一名专注登攀的行者……这是

我和我的团队的光荣，也是献身于祖国西

部大开发的建筑人共同的荣誉。”

张锦秋的办公室离西安北城墙不出

百十步，室内除了书就是花草。城墙维系着

西安这座千年古都的魂魄，而张锦秋凭借自

己的才华与心血，设计出一座座雄壮秀美、

大师张锦秋用智慧砌筑古都新韵

国务委员刘延东向张锦秋学长颁发2010
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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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朴舒适的建筑作品，和城墙一并呵护着

西安，传承着中华建筑的千年文脉。

1948年，张锦秋随父母举家迁往上

海，进入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后更名

为本立第二女中)就读。一开始，张锦秋

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作家。是父亲的一席话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张锦秋说，父

亲期待她从事建筑设计工作，还因为他有

个愿望，当时她的兄长已经在学习造船技

术了，父亲希望两个孩子一个造海上的房

子，一个造陆地上的房子。

师从中国建筑学术泰斗梁思成

1954年，张锦秋如愿迈进清华大学校

门，就读于建筑系。从1961年开始，她留

校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研究生，导师

是中国建筑学术泰斗梁思成先生。

梁思成对这位女弟子关怀有加。当时

他准备全力研究宋代《营造法式》这本我国

古代 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打算让张锦秋

也参与研究，但这个学生却自有主张。

张锦秋参加了古建筑考察活动，去了

承德避暑山庄后又到无锡、苏州、杭州、

扬州、上海考察了古典园林，“我彻底

为之倾倒，中国古典园林太有味道了，

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时隔将近50载岁

月，张锦秋回忆起中国传统园林给她带

来的震撼，还兴奋不已。

情定园林，她决定论文选题围绕

园林展开。但张锦秋感到自己好像犯

了什么错误，因为有老师和同学告诉

她，别人想跟梁先生一起工作都苦于

没有机会，你张锦秋怎么可以这样自

作主张！

张锦秋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怀着一份忐忑，她走进了梁思成的书房。

“那是一个黄昏，斜晖脉脉，书房的

空气宁静舒缓。梁公笑容可掬地坐在他的

圈椅上，又像是讲正事，又像是聊天地谈

了起来。”张锦秋曾经这般诗意地写道。

结果，梁思成尊重她的意愿：“你有

志于研究中国园林，这很好。”当即指派他

的得力助手莫宗江担任张锦秋的论文导师。

开创“新唐风” 名动长安城

1966年，形势正紧，张锦秋的清华园

学习生涯也画上了句号。由于参加国家

“三线”建设，她来到了西安。

当时，她对西安的印象来自于骆宾王

的诗句：“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

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但是，在火车

上她看到的是黄土高原上的苍凉。

她选择了坚守，机会也就接踵而至。

当旅游开发的意识刚刚开始在这座城

市萌动，驰名中外的华清池成为首选的重

点，但这个景点连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

设计任务落到了张锦秋供职的西北设计研

究院。

2004年6月，张锦秋学长在清华出席“林徽因先
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与吴良镛先生（中）、
马国馨学长（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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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唐代风格的建筑，这对于张锦秋

是头一回。但以此为发端，西安成了张锦

秋的舞台，她凭借自己独树一帜的“新唐

风”建筑设计风格，在这个舞台上迈着轻

盈的步伐。

1985年，日本企业被批准在大雁塔附

近建设“三唐”工程，即唐歌舞餐厅、唐

华宾馆和唐代艺术博物馆。日方作为投资

方按当时的常规拿出了设计方案。

日方的设计风格带有明显的“和风”

色彩。张锦秋觉得，在大雁塔旁边盖这样

的房子不合适。她向有关领导建言，领导

反问：那你来设计一下？

张锦秋对大雁塔“关怀备至”。她设

计的唐华宾馆，客人不管是从宾馆的走廊

上路过，还是透过房间的窗户，都能眺望

到古塔的雄姿。

方案一拿出来，日方颇为赞赏，觉得

比以前的方案好。如今，雁塔高耸，“三

唐”奔趋，雁塔刚健、唐华幽深，刚柔相

济、虚实相生，依然是西安一景。

周总理的鼓励让她一生难忘

44年来，张锦秋以自己的力量，在西

安唤醒了中华传统建筑的魂魄，赢得赞誉

无数。

周总理给予的尊重，让张锦秋一生难

以忘怀。

她的毕业课题是研究颐和园后山，她

屡次去现场勘察，搜集数据。有一回伙伴

稳住小船，她站在船上拿相机取景拍摄。

这时一艘画舫驶来，周总理就坐在靠近

她们的一侧，正陪客人参观游览。张锦秋

和同伴欣喜若狂，连忙高喊：“周总理

好！”周总理微笑应答，并和蔼地问道：

“你们是姐妹吗？”张锦秋回答：“不

是”。周总理再问：“你们是哪里的？”

张锦秋回答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

生，正在研究颐和园后山。”周总理说：

“好嘛，希望你们好好学习研究。”

“那次偶然相遇，使我激动了好久好

久。总理的游湖与鼓励增添了我学习研究

的热情。”回望这段往事，张锦秋难以掩

饰内心的激动。

有意味的是，时光飞逝20余年，张锦

秋主持设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正是周总理

要求建设的。

古稀之年豪情今犹在

张锦秋的努力，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

划专家吴良镛先生看在眼里：“我观察她

从不放弃机会，多方虚心求教；她不固执

己见，但非没有主见；她潜心创造，对建

筑精益求精。”

对吴良镛先生，张锦秋怀着由衷的崇

敬。他的一席话，张锦秋至今难忘：“张

锦秋，你是个建筑师，你可要坚持原则

啊，不要拿原则做交易！”

前辈的嘱托，张锦秋不敢怠慢。

她设计的大唐芙蓉园是一座大型文化

主题公园，因其整体规划严整、传统风格

浓郁而成为西安新地标之一。有些城市的

相关领导带着诚意找到张锦秋，希望她在

自己的城市也设计一座这样的公园。张锦

秋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你们的城市跟

唐朝有什么关系？风马牛不相及！”

“建筑师跟画家不一样，画家你愿意

怎么画就怎么画，建筑师的作品是一个城

市的门面，不能由你想着自己来发挥，如

果这样，没过几年作品就可能成了城市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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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张锦秋希望年轻的建筑师要明确自

己的职业责任。

“张总工作起来就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年

龄，经常是上午倒杯水，下午才想起喝。”

跟张锦秋一起工作近十年的艾女士说。

在学生万宁眼里，张锦秋总是充满了

干劲与激情。不久前，他们和业主见面讨

论方案直到夜深，万宁说她困得有点支撑

不住，但张锦秋依然精力充沛，耐心地做

着解释。

古稀之年的张锦秋，正以这般的干劲

与激情，迎接着生命中的丰收季节，正如

她的名字一样，好一个锦绣的金秋时节。

(原载《西安晚报》 2010年11月3日)

马伟明，1960年出生，1996年获清华大

学电机专业博士学位，现任海军工程大学教

授，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舰船综合电

力技术国防重点实验室主任，少将，中国工

程院院士。2010年12月，荣获中国科协“十

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海军工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马伟明领衔科研团队，长期致力于舰船综

合电力技术原始创新研究，承担国家和国

防重大装备重点课题40多项，获得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40多项，20多项关

键技术成果居世界先进水平；所有创新成

果全部应用到我国自行研制的作战舰艇。

马伟明先后获国家“十大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国家发

明创业特等奖”及“当代发明家”等荣誉

称号，他领衔的科研团队获“国家创新研

究先进群体”。2002年7月，中央军委为

马伟明记一等功。

“科技强军，不能总是跟在别
人后边追赶，必须站在领跑行列”

上世纪末，我国研制新一代常规潜

艇，需要装配高效能的十二相整流发电

机。当时，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还处于空

白状态，只能从国外进口。马伟明率领

科研团队历经13年攻关，突破8项关键技

术，研制成功国产十二相整流发电机，填

补国家空白，装备多艘潜艇，这一成果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国从国外引进的十二相整流发电

机，一直存在“振荡现象”，影响潜艇安

他，为科技强军而领跑
——记海军工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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