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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正值学雷锋纪念日，24岁
的梁赐虽然人在成都，但一直在帮助凉
山州的克布老师处理活动海报等事宜。
克布老师是大凉山的一名志愿服务辅导
老师，这两年，梁赐组织策划的轻本教育

“暖阳”青年志愿服务队，一直支持凉山
地区儿童改善学习条件。

“这两天还在忙学校的技能展示和
毕业论文，公司也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梁赐是四川轻化工大学的大四学生。按
理说，一个 24 岁的大学生应该“没那么
忙”，但梁赐是一个例外。

热心志愿服务
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2018 年，梁赐读大一。从这一年
起，他就开始投入志愿工作，没过多久又
参军入伍，退伍后依然坚持做志愿服务。

梁赐说，虽然他不是西部计划志愿
者，但愿意为社会投入更多自己的精
力。“尤其在创业之后，我觉得新时代的
大学生更应该服务社会。”

从事志愿服务这些年，梁赐从事过
迎接春运、社区卫生治理、乡村振兴、交
通引导、为老服务、征兵宣传、山区助学
等志愿服务。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2024年冬天组织策划的支持凉山地区

儿童改善学习条件的志愿服务。“我们携
带精心挑选的捐赠物资，驱车17个小
时，往返900多公里，深入大凉山地区。”

当看到小朋友们在艰苦的环境中
依然刻苦学习想要走出大山，梁赐感触
颇深，也让他更加坚定一定要把志愿服
务坚持做下去。

志愿服务重塑了梁赐的生活轨迹，
“更重要的是，志愿活动让我学会以同理
心感知他人困境，在传递希望的过程中
收获了超越物质的精神富足。”梁赐说。

经过学院推荐、学校筛选推荐、省级
初评、全国评审等环节，2024年12月，

梁赐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参加社会实践
大学时期就开始自主创业

梁赐事业心强，珍惜一切让自己成
长的机会。

退伍后，梁赐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帮
助同学们进行教育咨询相关服务1000
余次；积极推动征兵宣传，制作征兵宣传
海报10余次，长期设立征兵宣传咨询
点，举办个人分享会数场，使1000余人
受益，助力17名青年圆梦军营，创作并
发行《征程》《青年向党》等6首红色歌
曲，积极推动宣传红色文化，积极参加各
类志愿服务，服务时长440小时。

作为在校大学生，梁赐还积极自主
创业，创办了成都创奕天下品牌策划有
限公司以及联合创办四川轻本教育有限
公司，既带动地方就业，也为退役军人提
供优待服务。积极推动生活体育，受邀
参加第二届中国（成都）生活体育大会，
担任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熊猫青年记
者”，宣传成都及川渝地区旅游文化；担
任四川轻化工大学新生军训教官；受邀
参加中欧职业教育洽谈会；受邀参加成
都暨西部地区就业创业工作交流会。

大学期间，梁赐综合成绩专业第

一。先后获得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国
家奖学金2次、四川省大学生年度人物
提名、四川省综合素质A级证书等共计
89项荣誉，获大学生创业立项省级1项，
新型实用专利1项，音乐数字作品版权
30余件。

践行青年担当
不让青春留下遗憾

对于未来，梁赐有明确的目标和计
划。“我还是聚焦于多维度的自我提升，
精进学业拓展技能，并积极参与学术竞
赛提升实践能力。”

梁赐说，自己在创新创业的同时，
将继续参与各类公益志愿服务，践行青
年担当。作为品学兼优的榜样学长，梁
赐对学弟学妹给出建议：“大学时光转瞬
即逝，希望大家务必珍惜这段黄金时光，
在明确人生方向的同时扎实学好专业知
识和技能，多泡图书馆，多参与实践和社
团活动，不要被‘及格万岁’迷惑而荒废
学业，更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
欲，无论选择考研、就业还是创业，都要
早做规划并坚持行动。”他勉励学弟学
妹：永远保持纯真与热爱，别让青春留
下遗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恪生罗暄

3 月 4 日，普利兹克奖官网宣布，来
自中国成都的刘家琨荣获 2025 年度普
利兹克建筑奖，成为继 2012 年王澍之
后，第二位获得这项国际公认建筑界最
高荣誉的中国人。

刘家琨出生于成都，于1999年成立家
琨建筑设计事务所，至今仍在家乡生活和
工作。他的职业生涯长约四十载，完成了
三十多个项目，涵盖学术和文化机构、城市
空间、商业建筑和城市规划，遍布全国各
地。他秉承建筑环境的超越性力量，通过
文化、历史、情感和社会等各维度的协调，
以建筑凝聚社区，激发人文关怀。其代表
作有成都的西村大院、鹿野苑石刻艺术博
物馆、重庆四川美术学院新校区设计系等。

建筑理念：
概括和展示地方的内在品质

“以其深刻的连贯性和稳定的素质，
摆脱了各种美学或风格上的束缚，对新
世界进行了想象和建构……刘家琨立足
当下，因地制宜地对其进行处理，甚至为
我们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日常生活场景。
除了知识和技术之外，他为建筑师的工
具箱增添的最强大的工具是常识和智
慧。”这是2025年度普利兹克奖评委会
对刘家琨的作品的评审辞。

刘家琨的建筑哲学以“在地性”和
“人文关怀”为核心。他认为，建筑应揭
示地方的内在品质，通过空间凝聚社区、
激发情感共鸣，不是追求形式上的标新
立异，而是扎根于地域文化，将历史记
忆、自然环境与现代功能巧妙编织。例
如，2015年投入使用的西村大院（成都）
以川西传统院落为灵感，通过现代手法
重构了“市井生活”的公共空间，成为集
办公、商业、文化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刘家琨青睐于传统工艺，经常使用

本地原材料来实现建筑的经济性和环境
友好性，做到“为社区而建，由社区来建”。

“建筑应该揭示一些东西——它应
该概括和展示地方的内在品质。它有能
力塑造人类行为和营造氛围，提供宁静
和诗意的感觉，唤起同情心和仁爱，培
养休戚与共的社区意识。”刘家琨表示。

半路“回家”
为罗中立设计工作室

有些建筑大师是“半路出家”，但刘
家琨称得上是“半路回家”。

1956年，刘家琨出生于成都。1978
年他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更名为重
庆大学）录取，1982年毕业，获得建筑学
工程学士学位。职业生涯初期，他被分
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但毕业十多年，他的主要精力和兴
趣都不在建筑上。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
青年一样，刘家琨爱好文学，业余写小
说。1984年，他的小说《高地》被收录进
《四川文学》，1987年到1989年，他还被
借调到巴金文学院从事文学创作。

直到1993年，刘家琨参加大学同
窗汤桦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个展，才重
新燃起了对建筑的热情。2006年，刘
家琨在《我在西部做建筑》一文中描述
过当时的场景，“这次活动对我震动很

大。从上海转道南京的列车上，窗外的
景物纷纷向我诉说关于建筑的事情。
我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起来图像动机
不明。但从此以后，用同行的何多苓、
翟永明的话说，我‘一夜突变’，成了建
筑人。”

接下来，他以画家罗中立的工作室
为开端，开始了在川西平原的建筑实
践。1994年，为画家罗中立设计工作
室，成了刘家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建
筑作品。接着，他为画家何多苓设计工
作室，建成鹿野苑石刻博物馆，这几件作
品都成为他的代表作。

1997年，刘家琨从成都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辞职。1999年，成立家琨建筑设
计事务所，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实地探访
外地建筑师慕名而来

刘家琨的“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坐
落在成都玉林街道一处老小区。3月5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实地探访，
但他不在工作室，且工作室不对外开放。

在工作室楼下，就是刘家琨团队打
造的"玉林颂"，这是为从事建筑设计的
人提供的一个交流空间。现场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刘家琨并不常
来，但总会有全国各地的年轻建筑师慕
名而来。

访客刘先生在“玉林颂”驻足良久。
他自称是上海的建筑师，几天前出差来
到成都。得知刘家琨获奖后，他特意前
来参观。他所在的建筑群里信息已经

“炸”了，“好像是给年轻建筑设计师打了
一剂“鸡血”，大家普遍都感到很振奋。
他非常值得年轻一代建筑师学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邹阿江 实习生鲁孟琳

从文学青年到建筑大师

成都设计师刘家琨摘得建筑界最高奖

刘家琨 资料图

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梁赐：

从创新创业到志愿服务多维度绽放青春光彩

梁赐 图据受访者

刘家琨代表作之一成都西村大院。图据锦绣青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