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贯通全国的铁路网上，总有那么一些
铁路客站让人印象深刻：似千年鹤归的武汉
站，如听雨芭蕉的广州南站⋯⋯这一站一
景、各有特色的铁路站房，不仅承担起交通
枢纽的重任，而且成为一张张城市名片。这
些风格各异的客站背后，是一双双慧眼，是
一双双巧手。他们称自己是客站的“裁剪
师”，中国铁建铁四院首席建筑师盛晖就是
其中的代表。

在扎根铁四院的 32 年里，这位铁四院
建筑专业主管总工，带领着他的团队设计完
成了 348 座高铁及城际铁路车站，其中已竣
工完成 130 座，超过全国建成高铁站房的三
分之一，设计量全国第一。

当梦想与现实重合

儿时的画家梦早已远去，
一 个 新 的 建 筑 梦 又 徐 徐 而
来。对盛晖来说最幸运的是，
他的建筑梦与铁四院建筑专
业的发展高度重合在一起，也
与中国铁路客站的进步紧密
结合在一起

少年时期的盛晖梦想当画家，可是却阴
差阳错地考进了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
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到了学校，他翻
遍了课程表只找到一项素描选修课，打听了
一圈才知道，与画画有关的是建筑学，而不
是“工民建”。

“工民建”就“工民建”吧，好在与建筑设
计相关，对于美学的向往开始在盛晖的头脑
中向建筑靠拢。

4 年的大学时光很快过去了。1985 年
夏天，盛晖大学毕业，来到新中国成立的第
一批大型铁路勘察设计综合院之一的铁
四院。

当时，铁四院还没有独立建制的建筑设
计机构，即便是专业科室也是刚刚成立，建
筑设计人员除了 60 年代毕业的几位前辈建
筑师以外，还没有太多年轻人。

经盛晖强烈要求，当时的领导同意他改
做建筑专业，之后还多次委派他去大学学习
建筑设计和建筑绘画。那些年，盛晖和几个
对建筑一样痴迷的同龄人一起，从早到晚地
讨论建筑，外出写生考察，做方案加班到深
夜更是常有的事。

1986 年，铁四院正式组建了专门的建
筑设计二级机构——房建设计处，建筑设计
任务和从业人员也呈井喷态势。盛晖如鱼
得水，设计的方案先后在武汉河运专科学校
教学主楼、佛山汽车站综合楼、徐州站房等
项目设计中中标。这些项目都是通过与国
内建筑实力强大的设计单位进行方案投标
竞选而赢得的，为铁四院进一步走向建筑市
场参与竞争取得了经验和信心。

1994 年，我国开始实行注册建筑师制
度。经过两年努力，盛晖成为铁四院最早通
过考试，获得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资格
的人员之一。1999 年，他又受单位委派参
加了国际建协第 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

儿时的画家梦早已远去，一个新的建筑
梦又徐徐而来。对盛晖来说最幸运的是，他
的建筑梦与铁四院建筑专业的发展高度重
合在一起，也与中国铁路客站的进步紧密结
合在一起。

当机遇与能力巧遇

机 会 总 是 留 给 有 准 备 的
人。新世纪伊始，借助中国高
铁的建设高潮，铁路客站设计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而盛晖，作为铁四院设计团队
的佼佼者，终于在大浪淘沙中
脱颖而出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铁路设计院
建筑专业的地位都比较尴尬：在建筑界它有
别于民用设计院局限于铁路一隅，在铁路行
业它又归于配套的非主体专业；在习惯做法
上要遵循铁路行规和建设程序，在业务发展
上又要努力融入建筑行业不掉队落伍。盛
晖坦言：“越是在狭缝中生存，越需要找准定
位，发挥特长。而铁路客站建筑正是两者的
交集。”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新世纪伊
始，借助中国高铁的建设高潮，铁路客站设
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铁四院从一
开始便走在了这次创新思潮的前列。铁四
院最早设计的新型客站扬州站和泰州站，一
经建成便好评如潮，其经典的平面布局至今
仍被奉为样板，成为大中型铁路客站的“扬
泰模式”。

2005 年，在武汉召开的“铁路大中型客
站设计建设工作研讨会”上，盛晖代表铁四
院做了大会发言，提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的三代客站划分的概念，并预测了新一代
客站发展的方向：一是车站定位从单一的

“城市大门”向多元开放的“换乘枢纽”转化；
二是流程模式从“等候式”向“通过式”过渡；
三是设计观念从“便于管理”向“以旅客为中
心”转变；四是从传统的“重站房轻雨棚”逐
步趋向于“站棚一体化”；五是借鉴其他交通
建筑模式，车次“公交化”、售检票“地铁化”、
服务“机场化”。

现在看来，这些预见很多都是正确
的，并正逐步成为现实。

2009 年，全新的武广高铁武汉站建成
通车。在武汉站的设计中，盛晖和他的建
筑团队首创了一种“可选式候车”流程模
式，成功地解答了我国新建客站是沿袭传
统“等候”模式还是直接照搬国外高效

“通过”模式的问题。同时，针对传统车站
空间封闭、流程流线难以把握等问题，他
们创新提出不依赖标识和问询系统，而通
过建筑空间构筑使旅客产生方位感的高效
疏解方法。此外，他们把武汉站的中央大
厅打造成为一个各种关键功能设施均可视
化的空间，不仅提高了服务质量，还从建
筑心理学的角度降低了旅客在陌生环境的
焦 虑 感 ⋯⋯ 正 是 凭 借 着 这 一 系 列 创 新 ，
2011 年，武汉站与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
馆等 33 项建筑工程一同入选全国土木工程
建设行业“百年百项杰出土木工程”。

当理想与未来同步

武汉站、苏州站等客站设计
的大获成功，坚定了盛晖对建筑
美学的认识。他认为，客站也是
风景，要在建筑形态上恰当进行
地域性和文化性的表达。他很
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未来，
他还将努力为中国增添更多美
丽的客站风景

对于盛晖来说，建筑美学与建筑工程技
术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把建
筑美学和建筑的功能性、实用性结合起来的
问题，以及如何在建筑形态上恰当进行地域
性和文化性的表达。”盛晖认为，一个好的设
计应该使建筑成为城市风景的组成部分，甚

至成为城市地标、城市名片。
例如，在武汉的三个火车站建筑设计

风格定位上，盛晖带领建筑设计团队就做
出了有益尝试。当时，武汉站经国际设计
竞标确定了白云黄鹤优美飘逸的造型，属
高技派现代风格。所以，在接下来的武昌
站和汉口站的改造设计上，他们也对二者
的建筑风格进行了总体统筹。具体来说，
武昌站具有高台深檐灵动向上的楚建筑风
格，体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而
位于时尚之都的汉口站，在建筑外观设计
上则采用了西洋新古典风格，以沿袭具有
百年铁路历史的大智门站建筑文脉。如此
一来，同一个城市的三个火车站，风格迥
异，融贯古今，恰当地反映了武汉多样
性、包容性的城市特征。对于武汉三站的
设计，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科恩给予了极
高的评价，认为其“现代感结合得非常
好，很有视觉冲击力”。

武汉站的设计大获成功，盛晖也更加
确定了自己的设计方向。在具有浓郁文化
气息的历史名城苏州，盛晖团队与合作方
中国建筑设计院设计大师崔恺反复观察纵
横交错的城市水网、依河而建的街道街
区、粉墙黛瓦的古城民居⋯⋯经过反复讨
论，他们运用在屋盖上棱形单元体连续重
复等设计技巧，创造出既符合大跨度结构
需要，又能很好延续整体城市肌理的现代
化大型建筑。苏州站初步建成后，再次获
得广泛认可，成为当地“苏而新”的代表。

统计显示，在以盛晖为代表的“裁剪
师”们的努力下，如今的铁四院已经为武
汉、南京、广州、深圳、福州等 15 个省会
城市及特大城市设计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
的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为京沪高铁、沪
宁城际等项目沿线 200 多个城市设计了大
量精致、和而不同的中小型客站。铁四院
也因此成为行业内业绩最丰硕的设计单位
之一，并获得许多重要奖项。2009 年，武
昌火车站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
同年，南京站房入选建国 60 年百项经典工
程。2012 年，武汉站获得了芝加哥雅典娜
建筑设计博物馆颁发的“2012 年国际建筑
奖”、第十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

说起这些，盛晖笑得很开心。他说，他
很庆幸当年一次次的阴差阳错，让他最终成
为一名客站“裁剪师”；很庆幸自己赶上了一
个好时代、好平台，能够和团队一起参与这
么多客站的设计；更庆幸自己还能继续在理
想的道路上继续驰骋，为中国增添更多美丽
的客站风景。

他喜欢别人称他“地皮”，不知道的
人还以为是房地产老板，其实他是资深
的互联网营销领袖。他用 12 年的时间，
带领一家创业企业成为国内少数覆盖互
联网广告效果营销全产业链的公司，并
成功登陆新三板。他就是亿玛在线的首
席创始人柯细兴。

说起“地皮”这个名字的由来，柯
细兴笑得很得意。他说，这是他的创业
情怀，因为“地皮”就是土壤，做企业
就是共生共长，大环境孵化企业，企业
家孵化员工，大家都在“地皮”的滋养
下成长。

在与“地皮”的交流中，记者一个
最深的感受是，“地皮”情怀体现得淋漓
尽致，这种温暖、包容的行为方式不仅
表现在对客户的服务上，也表现在对员
工的关怀中。

当记者问起他，叫“春泥”不是更
好吗？“地皮”一乐：“叫惯了也就不改
了，只要是能‘护花’就好。”

创业新燕啄春泥

1999 年，法国 MBA 毕业的柯细兴
在当地一家网络金融公司 fimadex 找到
了第一份工作，也成了国内最早一批接
触互联网金融和移动互联网的人。一年
后，国内第一波互联网高潮落幕，柯细
兴却回国了。他加入和讯网，半年后就
成为和讯网唯一的常务副总，并主导了
和讯网之后的商业模式变革。

2004 年，又一场互联网创业大潮风
起云涌，柯细兴内心也躁动起来。他意
识到，互联网将进入产业化，这意味着
创业者即使不靠 VC 也有活下去的机会；
互联网流量必将走向多元，即由几大门
户网站向外分散，这意味着聚合力量即
将产生，互联网产业尤其是互联网广告
业将大有作为；产业化、多元化的结果
必然是中介平台的兴盛，因为纵向产业
链上的玩家会越发的专业和细分，由一
个企业把持产业链上下端每个环节的现
象将逐渐改变。这一系列判断告诉他，
创业的机会来了！

基于这一判断，“地皮”出发了。他
放弃了光鲜亮丽的高薪职位，和自己在
外经贸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安小晶一起创
立了亿玛在线，并用多年的积蓄支撑起
了亿玛在线初期的公司运营。他认为，
互联网中介平台将向着两个方向延伸
——电商和广告，不过，“我没有选择电
商，而是选择了给电商做广告”。

随 着 公 司 事 业 的 发 展 ， 雇 员 的 增
加，公司开始有了融资的能力和需求。
很快，“地皮”读 EMBA 时做投资经理
的同学主动找上门来，为他带来了天使
资金。有了资金的注入，亿玛发展迅
猛，很快又拿到了 A 轮融资⋯⋯

和很多获得融资的企业家不一样，
拿到钱的“地皮”想得最多的不是“钱
该怎么花”的问题，而是设立期权池，
因为他心里想的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兄
弟们，得为他们做好打算。他在董事会
中力劝 VC 方面一道建立期权池，留给核
心员工，无奈 VC 方面拿出了防稀释协
议，表示不愿做出让步。“地皮”劝说不
成，还当场憋出了眼泪。他说，这是他
多年来唯一一次当着众人流泪，在他看
来，这是基本的商业规则，更是员工对
他的一种托付。于是，他又转而游说创
始团队，最终说服了大伙，出让股权为
公司的大团队设立了期权池。

化作春泥更护花

“平和有为”是“地皮”常挂在嘴边
的话，这是他的家训，也是他的习惯。
他总说，为人平和、做事有为，一个是
为人之道，一个是处事姿态，这两者有

着必然联系。
在 位 于 北 京 意 菲 克 大 厦 的 亿 玛 总

部，记者看到，在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
的办公区域里，充斥着大大小小的会议
室，供大大小小的团队讨论业务。据员
工说，这里压根不存在预约会议室一
说，只要有正事要办，会议室推门就
进，随时管够。更惊人的是，在偌大的
办公区里，居然有 1000 多平方米的面积
建成了员工活动休闲区。而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地皮”自己却连一间独立
办公室都没有，他同其他副总一样，在
一个角落里只保留了不到 5 平方米的开
放式办公桌。可“地皮”一点不嫌寒
酸，他说，这样可以与员工有更多交
流，开放包容的公司文化要先从办公区
开始。

经过多年经营，公司进入了制度管
理阶段，柯细兴也完成了角色转换，从
事必躬亲到科学的管理分权，业务都交
由分管的副总来担纲，柯细兴转型为服
务型 CEO，为各部门鞍前马后做保障。
但有一点，他对人事工作，尤其是员工
激励一定会亲力亲为。

亿玛在线的员工无疑是幸福的。在
近 3 年的时间里，员工薪酬整体涨了一
倍，超过同行的 30%，到现在每年还是
保持 10%的涨幅，领衔整个互联网广告
行业。这是“地皮”的主张，他也不觉
得心疼，他认为，要收获最好的人才就
得有最多的付出，人才的投入必然会得
到更多收获。

早在 2006 年，“地皮”就在全公司范
围内推行合伙人、事业人机制，这一管理
方式比阿里巴巴还要早 3 年。他的想法很
简单，就是要确保员工的财富收益，使全
公司上下形成目标共同体。“对人才的投
资才是最稳定、最关键、回报最高的投
资，管理者首先应有利他精神。”如今，
公司合伙人有 12 名，事业人多达近 100
名，平均每 4 个人中就有一个事业人，
亿玛的目标共同体已初具规模。

梧桐繁茂凤凰栖

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亿玛在线
实现营业收入 3.4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13.72%；实现净利润 1891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391.09%。作为国内最成功
的互联网广告公司之一，目前，亿玛在
线旗下已经拥有电商销售和精准营销两
大业务平台，涵盖亿起发效果联盟、易
购导购平台和易博 DSP 三大产品线，聚
焦了电商以及互联网金融、游戏、教育
等泛电商客户。由于其定位泛电商企业
的效果营销，因而服务面非常广，包括
京东、苏宁、唯品会、聚美等大多数本
土电商 500强公司都是其客户。

不过，与这些成绩相比，“地皮”最
在意的还是客户的口碑。他向员工传达
最多的就是服务精神，这已经成为亿玛
在线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2012 年，亿玛团队在对一大型 B2C
企业进行广告投放时，因为没有注意到
搜索引擎在不同的投放时间价格有所浮
动，造成对搜索引擎投放时间偏早，客
户的一部分广告费用损失。实际上，类
似事件在互联网广告界并不鲜见，谈不
上亿玛方面的工作失误，而广告投放商
也了解这一情况，所以并未表示不满。
可“地皮”依然坚持认为，这是自身服
务不到位造成的，作为代理方必须承担
责任。直到今天，“地皮”谈及此事仍然
耿耿于怀，并不时以此诫勉自己，对服
务的追求永无止境。

事实证明，“地皮”的追求是正确
的。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亿玛在线从新
燕筑巢，到今天枝繁叶茂引得凤凰来
栖，一步步走向卓越。“地皮”说，目
前，互联网广告业仍在潮头，从 2010 年
以来一直保持 30%以上的年增长率，且
这一趋势还在持续。他愿站在梧桐树最
高的枝丫上，期待下一个花季。

亿玛在线创始人柯细兴——

“ 春 泥 ”的 情 怀
本报记者 崔国强

铁 路 客 站 的“ 裁 剪 师 ”
——记中国铁建铁四院首席建筑师盛晖

本报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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