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诗圣杜甫写过“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经典名

句，传诵至今。在我们的周围，就有

这样一群心怀天下、情系百姓的建筑

设计师。而从清华大学历史最悠久的

系科之一的土木系走出的周笋无疑是

这群建筑设计师的优秀代表之一。

曾几何时清华笋

周笋和我们想象中的略有不同，

她是我们此次85级校友采访中为数不

多的女性之一：平静从容的面容，优

雅娴静的举止，让我们感受到学姐的

亲切、朴实，原本心目中建筑师的伟

岸身姿消散在了眼前这位学姐温婉醇

厚的微笑中。

在谈到当初为何选择从事建筑结

构设计专业时，学姐坦言“自己并没

有经过深远的考虑”。学习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各方面又全面发展的她高

考结束后被学校推荐至清华上学，并

且可以任选专业。当时她只是想要进

个好大学，而对突然面临的专业选择

问题就一时拿不定主意了。于是她询

问了当时中学的校长，校长说：“现

在大城市里建筑工地那么多，做建筑

结构设计应该不错，会有做不完的

事。”而周笋自己也正好有设计和画

画方面的兴趣，便选报了这个专业。

但接触之后却发现和自己想象的并不

一样，原来画画的时候少，算数的

时候多，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为此还

曾经迷失方向，学习成绩一度不尽如

人意。好在调整得快，便也坚持下来

了，若非如此，也许今天的“工程师

周笋”就变成“画家周笋”了。抛开

这些不谈，或许她人生方向的定夺也

还有她名字的功劳：笋，竹之子也，

而竹是古代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看

来，走上建筑设计之路，对于周笋而

言似乎是必然的。

亭亭玉立中华竹

周笋1990年从土木系毕业后，

在北京建工学院读了两年研究生，之

后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设

计工作，从此一做就是十八年。因为

工作，她早已习惯了数日不出、埋头

于建筑图纸之内写写算算的设计师生

活。而一旦图纸设计完毕之后，她就

要马不停蹄的收拾行装，赶去工地出

差，检验设计施工情况。十八年间她

每日的工作都是如此，无论风吹雨

打、严寒酷暑，她始终站在她的岗位

上克勤克俭、一丝不苟的履行着她设

计师的职责。

因为建筑结构设计中常常伴随

着很大的风险，一个小小的数据错

误，都会给大楼的安全造成隐患，

这就要求设计者进行设计时必须高度

认真、细致。同时，由于我国建筑法

规规定，设计师对其设计方案要终身

负责，这对设计师而言也是一种无形

的巨大压力。所以建筑结构设计师这

个职业，是一个对体力、脑力和精力

要求都极高的行业。很多设计师都会

因为身体等原因离开这个行业，即使

是很多身体原本强壮的男性也难以承

受。所以当时85级的土木系的全部90

位同学，二十年后真正站在建筑设计

一线的本已不多，更何况她这样的女

同学。

那究竟是什么让周笋能一直坚持

下来呢？她坦言，这和她乐观、认真

周笋：

安得广厦千万间
 研通社 杨帝 郭维香 陈玲

灾区的人们惊喜地发

现，在绵阳市郊还有那么一

栋全封闭的体育馆，丝毫没

有受到地震的影响，那正是

当年周笋作为第一负责人，

应当地政府邀请为世界拳击

锦标赛设计的主体育馆，而

恰恰就是这栋建筑在当时为

众多的地震灾民提供了遮风

避雨的地方，成为了他们震

后的第一个“家”。

校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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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不无关系。童年时在西北边疆

长大的她，有着大漠儿女爽朗、坚毅

的性格。小学后离开了父母的怀抱，

独自寄宿在安徽亲戚家求学的经历增

强了她自强、自立的意志。而从小学

习成绩优异、性格活泼、备受老师同

学喜爱的她，更是被赋予了热情、乐

观的心态，这或许就是周笋能够应付

工作中强大压力的法宝吧。所以尽管

近些年因房地产行业的兴旺，许多设

计师纷纷下海做起经营管理性的工

作，而周笋却因为对设计的热爱与执

着，坚持留在了建筑设计的工作岗位

上，甘做我国建筑设计师之林中最挺

拔、坚韧的那杆修竹。

栉风沐雨根叶茂

每个设计人，总有自己最打动人

心的作品，而“绵阳九洲体育馆”就

是周笋18年里交出的那份最值得自

己欣慰的成果。说到这个“绵阳九洲

体育馆”，相信很多人一定还记忆犹

新：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

让绵阳灾区无数房屋纷纷倒塌，没有

倒下的房屋也基本成为危房，根本无

法居住。数十万重灾区的灾民流离失

所、无处安身。加之震区又暴雨频

袭，许多灾民更是饥寒交迫、孤苦无

依。不幸中的万幸，灾区的人们惊喜

地发现，在绵阳市郊还有那么一栋全

封闭的体育馆，丝毫没有受到地震的

影响，那正是当年周笋作为第一负责

人，应当地政府邀请，为了世界拳击

锦标赛而设计的主体育馆，而恰恰就

是这栋建筑在当时为众多的地震灾民

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地方，成为了他们

震后的第一个“家”。

当年这个场馆的造型设计是绵阳

市民全民投票选出来的，绵阳人经常

自豪地说，“北京有鸟巢，而我们有

树叶”。这个“树叶”指的就是这座

依山而立傍水而栖、飘落于两座大山

之间的树叶造型的绵阳体育馆。由于

工期短、要求严、前期勘察和中间衔

接等问题较多，留给设计师的设计时

间少之又少，2万多平米的场馆必须

以最短的时间赶出。并且由于绵阳地

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仅为6度，地震发

生的可能性为百年难得一遇，所以设

计时几乎不需要考虑地震对建筑的影

响，建筑的设计便选择以飘逸的“树

叶”造型为蓝本，承受重力的地方只

有首尾两端，更是减少了建筑物承受

重力的接地面积和承载能力。

然而公共设施必须对公共安全负

责，所以作为项目设计第一负责人的

周笋学姐当时并没有麻痹大意，反而

更加注重建筑物的安全。为了这个工

程，她的设计团队重点借鉴了2002

年日韩世界杯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主体育馆的国际顶尖设计理念，在此

基础上又至少演算了四五种基础建

设方案，经反复研究后，采用了中间

最稳妥可靠又方便施工的基础方案，

并对工程施工过程中所选择的钢材质

量和数量做了严格的要求以及进行了

严格的考核。其中过程繁琐而耗时，

“当时真是太难了，经常做到关键环

节就做不下去”，周笋这样回忆当时

的情景。好在她的工作得到了所在设

计院的大力支持，院里的四代总工程

师为这个项目召开了数次专门会议，

多次参与工程的方案讨论，并一再提

醒设计和施工方，因工程的支座少之

又少，一定要防止大震下因支座失效

而引起的连续垮塌。最终该馆如期完

工，成功地承办了数次大型赛事和活

动，获得了绵阳市民和业内外的一致

好评，馆体设计方案还获得了全国第

五届优秀建筑设计结构二等奖和首届

全国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建筑设计结构

二等奖。

地震发生之后，绵阳地区由于

前期抗震估计不足、疏于防御，房

屋大量倒塌，当晚就有3万多灾民被

临时安置到这个在震中岿然不动的体

育馆。之后周边市县又不断有灾民

涌入，加上全国赶来抢险救灾的志愿

者，馆内及其周边的广场上的实际承

载人数突破了十万。温家宝总理抵达

四川后，也数次带领省、市级领导前

往该馆查看灾情、慰问群众。当时四

川灾区余震不断，不断有新的房屋倒

塌，而绵阳周围余震在6级以上的就

有两次以上，小震无数，绵阳体育馆

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灾民、志愿者

和领导干部等数万人的生死。作为场

馆设计第一负责人的周笋被强大的压

力压得数夜失眠，精神高度紧张，数

天的压力和对受灾同胞的深切关爱使

得她不得不以大哭来宣泄心中的压

抑。她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前方

的情况，组织人员近百遍地对场馆抗

震能力进行验算，并通过电话和邮件

不断地指导一线的人员进行场馆检查

和维护。她在当时的日记里这样写

到：“以前总觉得自己的专业很辛

苦、很累，经过这次地震，大家都

感觉到以前所有的苦和累都是值得

的。”……“我们的抗震规范、抗震

研究在国际上也是先进的，比美国、

日本不差，关键在于我们知道该怎么

做，却没有去做，或者没有做好。”

如果说九洲体育馆是“树叶”，

那设计它、修建它、维护它、管理

它的工作人员就是它的“根”，所谓

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当所有人都对其

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时，才能有

“广厦千万间”，才能“风雨不动安

如山”，才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当大灾大难来袭的时候，正是

这些承载着以周笋为代表的建筑从业

者们千万心血的作品，最终用它们坚

实的躯体撑起了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

信心、撑起了知识分子的良心、撑起

了民族的脊梁、撑起了国家的希望。

人生写意亦满足

除了绵阳九州体育馆这样名动

神州的“大手笔”，周笋的其它作品

也是令业内赞叹不已的：2009年全

运会的男排馆——中国石油大学体

清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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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馆（青岛校区）、石家庄地标性

建筑——裕园广场、海南省重点工

程——海南省人民医院、北京40万平

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优唐生活

广场、全亚洲跨度最长的住宅——北

京世纪星城等都是她的杰出作品，不

仅如此，她还在以每年4、5个以上的

作品量增加着她的创作。完全可以相

信，在未来的工作中学姐还会设计出

更多更优秀也更值得她骄傲的建筑作

品。

从周笋身上，我们看到了清华

人的勤勉与务实。同许多的清华人一

样，她淡定、朴实，温良醇厚、行胜

于言，甚至连一句标榜自己的人生格

言也没有。她在我们采访的最后还半

开玩笑似地说，“下次是要好好准备

准备人生格言，万一以后还有人来采

访就可以用”。

风趣幽默的周笋学姐不仅在工

作中优秀，在生活中也一样出色，她

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爱人是她同

系的同学，毕业后相濡以沫，携手人

生；孩子活泼聪明，尽管有些调皮，

但是也更惹人疼爱；双方的老人都住

在北京，健康幸福，一家人互相关

爱、共享天伦之乐。

细细想来，不禁突然觉得，她

就是许许多多清华人中的一个典型：

人生平淡却又写意，工作艰辛但却值

得，不求闻达于名利，但求无愧于我

心，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永远都

是勤勤恳恳，努力耕耘，最终在平凡

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骄傲与传奇。

也许你在周末的校园里会看到这

样一对普通的夫妇，他们像每个清华

人一样面容平和、脚步轻松，身边的

孩子活泼好动、聪明可爱，由他们牵

引着，幸福地沐浴在清华园内灿烂的

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中。你要相信，在

他们平实的肩膀之上，肩负着清华人

特有的责任和担当、在他们平凡的背

影后面，亦飘溢着清华人特有的风采

和骄傲。

胡钰，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裁，清华自动化专业85

级校友。在胡钰学长的办公室里，他

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恢复自信 再战江河

胡钰老家在宁波，父母都是医

生，后来举家搬到了山东生活。高二

的时候，为响应国家号召，父母又把

家迁回了宁波，正在山东泰安读书的

胡钰因而也回到了宁波一所省重点学

校继续读高中。这对他来说，是一个

“槛”。

“当时由于两个地方学习进度、

学习理念上稍有差异，尤其是英语、

数学，在泰安的时候自己觉得学的还

不错，但是来到宁波这边就不行了，

因此开始那段时间成绩也不大好，整

个人备受打击。”胡钰回忆道。但是

凭借不服输的精神，胡钰慢慢赶了上

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高三时他

的成绩已在班里名列前茅，高考时以

优异的成绩被清华自动化专业录取。

谈到这段往事，胡钰学长说：

“这一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它给了

我很大自信，那时候来到清华后，虽

然说身边同学都很优秀，但是想想自

己在那么落后的情况下都能迎头赶

上，觉得自己应该也不错，因此没有

给自己太大压力。高中那段时间的努

力也促使我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

能提醒自己不放弃，勇于克服，现在

胡钰：

永不停止挑战的步伐
 研通社 朱爽 徐向明

“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

成功的，是个人而不是你背

后的学校，我们常讲‘性格

决定命运’。走出校门进入

社会，把‘清华人’这个身

份忘掉得越早越好。”

校友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