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威，祖籍山东济南，生于

1963 年，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1980—1984 年就读于华南工学院

（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建筑学

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

1988 年作为首批工程型研究生，

在职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学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参

与的主要规划与工程设计实践有：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86—

1993），岭南画派纪念馆（1987—

1992），华南理工大学文体活动中

心（1989—1994），华南理工大学

专家楼新楼（西湖苑）（1994—

2001），华工附中逸夫楼（1999—

2000），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射击馆（1999—2001）等。2003—

2010 年经国家建设部备案批准，

创建马耀丹建筑师事务所（甲级

190304-sj），任执行合伙人兼总

建筑师。

〈〈〈

［人物名片］

马威MA WEI

自然自在　建筑人生
——访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马威校友

■　潘敏谦

初至青岛，旅途中累积的疲劳顿时被广袤

的大海和腥咸的海风揾平。初见马威校友，他

有着北方大汉的体格，讲话的语调却是温和平

静，娓娓道来，透着生活的睿智。

因缘际会　结缘建筑

小时候父母因工作关系长期分居两地，马

威随外婆长大，受到悉心照顾。他在武汉读完

小学，之后回到北方，在石家庄河北师大附中

上了中学。高考填报志愿时碰巧遇见华工招生

办的老师，得知华工建筑系是不错的专业，加

之自己从小喜欢画画，就填报了华工建筑系。

虽然马威最初想学航海专业，实现周游世界的

梦想，最终还是跟华工、跟建筑结了缘。1980 年，

年仅 16 岁的马威怀着兴奋的心情坐上南下广

州的绿皮火车，开启了独自一人在陌生城市的

未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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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南国　师恩难忘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交通设施还不发达，南北地

区之间交流有限，而广州正走在对外开放的前列，在全

国相对封闭沉闷的大环境中开风气之先。初到广州，湿

热的气候，亚热带的植被，岭南特色的建筑，熙攘的人群，

这些都与马威从小熟悉的环境截然不同，然而在马威心

中却留下了新鲜好玩的印象。

建筑系的教学模式是每学期分不同课题组，由不同

老师负责教学，学生则要做相应的课程作业。马威很快

适应了建筑系的学习节奏，“感觉自己很容易就进入了角色”，热心的他还经

常熬夜帮同学赶图。

整个专业学习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实习，像写生实习、现代建筑参观、古建

筑实测和毕业实习等。中国民居古建筑专家陆元鼎教授曾带着他们一起到河南

中岳庙进行古建筑实测，学生就住在道观里，最后将整个建筑群测了下来，耗

时近一个月。

华工学习氛围浓厚，学生渴望获取更多新鲜的知识，经常在资料室图书馆

或通过任课老师寻找学习资讯，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良性竞争，而对功利性的东

西并不那么在意。

忆及当初栽培过自己的老教授，马威的声音也变得深沉。“现在回想起来

感受更深，当初生活很不容易，老师还能这么认真教学，很感动。”当时他本

科阶段接触过最多的叶荣贵教授，经常是从早上八九点到教室一直讲课、辅导

学生到中午十二点。

那时大学生毕业工作分配原则之一是要求学生回原籍。尽管可以拥有河北

建设厅的就业机会，马威内心还是希望能留在机遇更多的南方。恰好当时华工

设计院老院长陈开庆出于爱惜人才之心，通过马威毕业实习老师萧裕琴教授找

到他，希望他能留在设计院。而且那时，岭南最好的建筑大师莫伯治、佘畯南

任职设计院名誉教授，他们正准备招第一批工程型研究生。如果他留在设计院，

可以不用按惯例工作两年后再去考，而能够直接考试甚至有保送机会，因此马

威几乎毫不犹豫就留在设计院，从事规划、建筑、室内等设计工作。,

马威大学学籍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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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移默化　崭露头角

1985 年，马威如愿考上莫伯治先生的首批工程型研究生，在职就读于华工

建筑学院。工程型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主要是跟随导师参加工程设计实践，莫伯

治先生主持的曾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金奖的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全国优

秀建筑设计岭南画派纪念馆等，马威都全程参与设计实践。

每周马威和他的师弟都是从学校骑车到白天鹅宾馆与莫伯治先生探讨工程

项目。“过程很辛苦，但过后回想，收获非常大。”直到现在，马威仍旧非常

怀念研究生学习的那段时光。两位学生，经常与导师、师母像家人一样围坐一

桌吃饭，非常温馨。饭后还会有一小段谈话时间，有时候谈着谈着，莫伯治先

生要打会儿盹，师兄弟就跑到他书房看会儿书。等莫伯治先生醒来了，再继续谈。

研究生学习阶段，马威不仅深受莫伯治先生超前学术思维、设计理念和全

球视野的影响，而且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受益匪浅。怎样应对一个项目，如何构

思为业主服务、与业主沟通等，这些对于马威来说都是得心应手。

1989 年，马威还在休婚假就被陈院长喊回来参加华工文体中心的设计竞标。

当时普遍认为混凝土做不了大跨度，因此很多方案设计采用钢结构，光造个屋

顶就要耗费近 400 万元，远超出预算。为了在低造价的情况下做出有价值的体

育建筑，马威与结构博士李少云等商讨，决定采用“斜拉索环形钢筋混凝土屋

2003 年马威（左）与导师莫伯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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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这在当时属世界首创，单跨 71 米，利用拉索把一个大跨度分为 3 个跨度，

以结构与构件直接表现建筑造型，既节约投资又能较完美地表达文体建筑的内

涵。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个在构思、施工图、工程完成方面都相对独立的作品，

从设计到落成前后经过五年，落成时恰好赶上莫伯治先生来华工参加一个活动。

当时的刘树道副校长就让马威带路，带着莫伯治先生一起到现场参观。莫伯治

先生不吝赞美，感叹这个建筑在如此低造价下建成是难得的。

回归本真　自然自在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

威曾说过：哲学可使建筑师

气宇宏阔。马威认为：“建

筑师既应尽服务的本职，也

要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建

筑行业作为一项服务行业，

在为业主服务的同时，也要

考虑到整个建筑与周边环境

的融合，符合大众的审美。

在此基础上如果能表达一些

内涵、传达建筑师自身的价值观就更好了。建筑设计作为一项需要处理综合性

问题、平衡多元文化价值的工作，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个包容和不断

随时代演进的过程。

2005 年，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马威也想着能够多点时间陪家人，于是便

辞职旅居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他先后担任多家当地建筑设计事务所顾问建

筑师，并与墨尔本大学建筑系建立学术联系，获邀客座评委。

从小怀揣着航海梦、渴望周游世界的马威追求前沿开放的东西，最后在平

静的工作、和谐的家庭中求得了内心的愉快与宁静。

马威近期工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