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校的邀请，返回华中科技大学任教：“我认为我可以去表

达我对建筑的理解，所以当时就想缩短一下积累期，尝试

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穆威还创立了自己的先进建

筑实验室。之所以起名叫实验室而不是设计公司，他解释

说，因为经常会尝试一些实验性的项目：“我认为，人生要

带有实验色彩，有一些很先锋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服务资

本的逻辑，而应该是一个带有开放精神的工作方法。”

造出心中的乌托邦

既然搭建好了“舞台”，穆威便开始着手去实践自己

长久以来的一个想法。从小，父母就教给他一种社会的公

平化思想和平等化的观念。因此，穆威一直认为建筑不应

该是奢侈品：“我始终想把它变得更平民化，所以，当我做

建筑师的时候，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建筑中来。”

回国后，让穆威比较感慨的是，虽然国内每年的建设

量很大，但真正由建筑师设计的还是城市里那些昂贵的

建筑居多。再结合之前的汶川大地震，让穆威更深切地感

受到，那些没有建筑师设计的房子，很多都是缺乏科学性

的，因此一旦遭遇地震灾害，就会造成特别惨痛和惨烈的

后果：“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帮更多的人盖更多安全的房

子，把工作逻辑换一下，不再是我服务一个个甲方或者有

钱人。”石榴居正是基于这种背景而诞生的。穆威带领着

一群由高中生和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尝试以装配式建造

模式来盖房子。通过实践，穆威渐渐确定了这种方式的可

行性，于是，他想着让参与者的年龄降到更低，通过一种

亲子建造的模式，让孩子们和家长们能一起孵化创意，再

通过亲手测绘、搬运木材以及施工搭建等，一步步依靠自

己的力量完成房屋建造，从而真切地体验和了解建筑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

孩子们最终完成的天空之城很难界定是房子还是建筑，但在穆威眼中是一座属于儿

童的城市，就像自己小时候伫立在竹林中，曾幻想过是否能有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城市悬

浮其间。他形容这是一个超乎成年人想象的建筑，完全来自于孩子们惊人的创造力，而他

们甚至还靠天空之城赢得了2014 WA中国建筑奖。2015年，穆威又在武汉开展了第二次

儿童自然建造活动：丝房，这个在樟树林间的建筑延续了同样的理念，通过和孩子们反复

进行的材料实验，用钢丝形成的空间结构作为丝房的主体结构，白色麻绳作为维护结构

来定义建筑的外观。“丝房”同样也获得了当年的WA中国建筑奖。

盖自己想盖的房子

在积累了多次成功的经验后，穆威也开始和国内外不同的自然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并

继续实践儿童自然建造工作营以及孩有建造节、个个建造节等相关的儿童自然教育活

动。穆威透露，他们除了正在研发一些寓教于乐的课件与教材之外，也即将出版一本以带

孩子造房子为主题的书，书中会将之前所有的建造作品都变成童话故事，同时配有3D折

纸来帮助孩子们理解和实践。

穆威觉得，自己身上慢慢开始肩负起一些责任，他想做一个布道者，如果能让更多的

人来了解和参与，他会更兴奋。与此同时，穆威也仍然惦念着带着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女

去西班牙的卡迪斯生活，继续他的跳岛式生活。目前的他显然被太多的事情绊住无法抽

身，但穆威希望尽可能在五年之内去实现这个小目标。而穆威更大的目标是——想帮中

国人盖自己想盖的房子。这需要更久一点的时间来完成，他也在计划做一些现象级的产

品，可能会先以快闪屋的方式呈现一些生活场景，再慢慢去实现。穆威还透露，未来的营

地将被命名为个个世界，希望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世界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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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有型、有趣、有态度的生活美学！  格乐活志

跳岛式生活

十多年前，穆威还只是个懵懂的学生，在华中科技大

学规规矩矩地学习建筑，直到他遇见了以“为弱势者建便

宜房子”的中国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穆威响应招募成为了

灾后重建的志愿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和全国四十多名

建筑系学生一起到河北盖农民房。这段经历极大地影响了

他对建筑的认知，他认为建筑师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因地制

宜，选用适合的材料和建造方式，而不是醉心于花里胡哨

的外观设计。

在穆威看来，学建筑设计更要置身于生活：“它不

是一个纯粹的美学设计学，而是和文化息息相关的。所

以，我当时就不太想继续留在学校里面，或者用学院的方

式来学习。而是希望能生活在一个地方，有深度地去了解

当地的文化，并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不同地方的建筑为什

么会不一样。”

穆威形容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想做的事情就会很

专注地去实现，其他因素都不会考虑。毕业后，他就做了

一个惊人之举，问朋友借了几千块钱就只身前往陌生的

西班牙，他想到一个跟亚洲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

去学习。

原本，每两年换一种文化维度的跳岛式生活才是穆

威理想的生活状态，正如他在两年之后离开西班牙去了

挪威工作生活一样。当时，穆威其实在阿根廷和东欧都找

到了工作，他本来也想着去南美洲或者是东欧再去体验

一下，如果不是因为参与设计的上海世博会挪威馆方案

中标，他很可能会选择继续过这种旅居生活。因为他觉

得，建筑师应该趁着年轻多在不同文化氛围中体验和学

习，而不是盲目地在同一个地方沉浸下去。

于是，八年前，穆威顺势回到了国内发展，恰好得到了

Q：在带孩子们造房子的过程中，除了帮助和引导他们之外，有没有什么是从他们身上

学到的，或者引发你思考的？

A：孩子们的脑洞非常大，没有什么边界。之前我们在广西做一座房子，村子环境特

别好，孩子们敲敲打打也非常开心。有一天晚上，他们发现雨后路边有很多大蜗牛，其中

有一只蜗牛被踩死了，他们特别伤心。其中有个年龄大点的小孩主张成立一个蜗牛保护

协会，然后大家都很支持。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技能，然后他们就加班加点

到很晚，我们都快扛不住了，到最后做成了一个小牌子叫保护蜗牛。这过程完全是自发

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他们这个机制特别好，快速决策，大家的协作力也非常强。我

们都还挺惊讶的，家长说，写作业都没这么亢奋过，他们认为这件事情今晚不做完是不能

睡觉的。这可能是成人世界没有的，大家都麻木了，看到一个死蜗牛，最多感慨一下，仅此而

已。但孩子们会想到，我们要做点什么东西出来。

Q：如何让更多的人来认同这种建造的理念？

A：我们发现，建筑的这种颠覆性的观念，对公众来讲，接受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建筑

不是像手机、服装这种快消品，它的观念迭代和试错成本很高。但当我带着孩子盖房子的

时候，因为有教育属性，反而大家是愿意参与的，因为他们认为我的孩子有机会体验一个

很独特的教育，并能够成长。所以，从2013年之后，我们每年不断迭代，做这种亲子模式的

建造。一直到今年，我们想把儿童建造这块做成一种固化的全球化的教育产品。我们在法

国成立了基金会，现在我们做的项目可以批量化、产品化。以前的模式，它是从零到一的过

程，很累很痛苦。为了让更多人去接触，我们就把它做成像乐高一样的模块，你可以大批采

购，然后就可以去搭建，可以回收利用。但工作坊模式可能每年还是会做，比如暑假或者是

重要节点做一个有代表性的，还是要保持一个高度，保持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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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研究，穆威和团队发现，对于设计房屋，越

小的孩子画得越天马行空，越大的则画得越户型化，到

了十二岁，有的孩子直接就能画出我们固有印象中的户型

图。于是，他们开展了第一个亲子建造项目：天空之城。在

以周末建造工作营的形式进行招募时，通过问卷、面试的

方式对参与家庭进行层层筛选，以确保他们是理念相契

合的自然主义者。最终，他们组建了一个有三十九个孩子

参加的工作营，大多数孩子的年龄在八岁以下。

在三个月的工作营期间，孩子们每周末都要像建筑

系的学生一样到营地上课学习，了解基本的工具、材料以

及建造知识，然后尝试把脑海里想象的理想居所描绘出

来。据穆威介绍，团队工作人员会根据孩子们的倾向，引

导他们自己分组找项目的共同点，求同存异，然后再去

形成团队协作。最后，再把大组揉到一起，得到一个大

家都觉得很兴奋的结论。“这样形成的设计，其实是个性

化的表达。”穆威认为，一个民主的协作机制对小孩子来

说，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会单方面认为他们需要美

国式的个性，或者一定要所谓的团队协作，我希望他们意

识到每个人永远都是阶段性地独立、协作，再独立，再颠

覆，再协作。”

或许，不少孩子在从小的成长环境中，缺乏这样一个

完整的创作经历。这让很多目睹孩子们协同创作的家长非

常兴奋，他们告诉穆威，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敢把自己的想

法说清楚，这甚至让有些家长激动落泪。“后来很多家长

跟我们说，其实盖不盖房子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能

盖出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孩子们的成就感会爆棚，但更

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我们的整个工作逻辑就是一个让小孩

子能够掌握某种处理问题的能力，然后去表达，再获得赞

扬或者批评，最后尝试融入更大的价值团队。其实，这个

过程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方法论。”穆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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