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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B_AF_E8_AE_BF_E8_c41_63573.htm 香港土木工程署前署

长刘正光接受《建造师》杂志专访。刘正光担任总工程师建

成的香港青马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行车铁路双用悬索吊桥。在

此之前，世界上类似的吊桥最快也用了7年多的工期，而刘正

光以一种轻松而充实的状态在短短5年内完成了这项工程。 

“桥王”、青马大桥总工程师、香港土木工程署署长、香港

迪斯尼乐园项目主持者，这些每一个单独出现都能让拥有者

荣耀一生的头衔，竟慷慨地都集中到了刘正光身上。 自1966

年进入香港政府开始，他便与土木工程结下不解之缘，再没

有人能如他一般对香港每座桥梁了如指掌。1970年代在英

国Surrey大学获得桥梁硕士学位后，他为香港度身订造了沿用

至今的桥梁设计指引。在对香港土木工程的综合管理告一段

落后，他在2003年从香港土木工程署署长职位上退休。但“

桥王”并未休息，他又进入世界顶级的工程顾问公司茂盛(中

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Maunsell）担任执行董事。“工程”

二字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 1997年5月，在刘正光的主持下，

作为“迎回归项目”香港新机场的重要交通组成部分，横跨

香港青衣岛与马湾的青马大桥竣工，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行车

铁路两用吊桥，也是首座在台风气候下可正常使用的大跨悬

索桥。在优秀的架桥技术与质量管理支持下，这座全长2200

米的跨海大桥获得了国内外诸多建筑奖项。1999年，青马大

桥入选美国建筑界评出的“20世纪十大建筑成就奖”。 在刘

正光经手的100多个工程当中，虽然也不乏类似香港迪斯尼乐



园这样新奇而富有挑战的项目，但他最引以为傲的作品，仍

是那道横跨青马的优美流线。一点一滴回顾建造这座吊索桥

的感受，他的总结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好过瘾。

” 关于土木工程行业 《建造师》：你一直在香港政府从事土

木工程行业，有着非常深厚的技术背景，在出任土木工程署

署长之后，你的职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正光：香港建筑业

法规文件的出台由工务局来负责，而土木、机电等署并不参

与政策的制定，署长都由工程师升任。以前我做工程项目管

理对应一个具体的项目，后来做署长，就变成同时对很多个

项目做非细节的管理，比较宏观。但是像迪斯尼乐园这样非

常重要的项目，香港政府要求署长直接指挥，所以连细节在

内，都是我管理。但不太有人知道的一件事是，我在做土木

工程署的各个项目管理的同时也负责署里的人事调度，所以

我的主要工作是两块，但项目的管理还是占用大部分时间。 

《建造师》：你担任香港土木工程署署长时，面对的是整个

香港的土木工程项目，而香港是个尤为注重风水的城市，你

怎么看风水在香港建筑界的地位？ 刘正光：香港的建筑很多

都受风水学的影响，风水是以要令人感到舒服为目的的，我

并不是说挂八卦盘那类极端的做法，如一些楼房的光线好、

空气流通，或者面朝大海，让住在里面的人感觉舒服，这就

是风水。很多工地在动土时都会有拜神的仪式，别的不说，

这个仪式能让工人们安心，这也是风水的作用。 我以前对风

水没有研究，做青马大桥时，我们请了香港最好的风水先生

来看，他后来给香港政府提交了书面报告，用五行说对青马

大桥做了建议，比如说青马大桥没有木头，就在桥下的一个

部位刷上绿漆代表树木；灯杆漆成上红下黄的样式，分别代



表火和土；桥最高的顶部都是金色的，代表金；桥下流过的

是水。按照报告的说法，这能令“五行循环不断，交通通畅

，香港繁荣”。 《建造师》：有人认为，中国内地的建筑正

处在外来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夹缝当中力求平衡，你怎么看？

你最欣赏的内地建筑是哪一个？ 刘正光：实现建筑与文化的

平衡很不容易，需要参考具体的地理环境，并结合建筑的用

途来考虑。像现在北京故宫旁边的国家大剧院遭到很多争议

，直到它完工了还是很多人反对它。其实国家大剧院本身是

个设计得很好的建筑，但是放在这里就不合适，周边是红墙

黄瓦的古宫殿，它突然出现在那里很不搭配。反之，像奥运

场馆“鸟巢”就做得很不错，关键就是它位于一个合适的地

方，它自身很有现代设计感，又跟其他很多同样很现代的建

筑一起放在奥林匹克公园，就很协调。 欧洲的巴黎、东德等

很多城市的一些古建筑里面设施其实都很现代化，空凋、通

讯设备一应俱全，但是建筑外貌都不允许改动，必须保持整

个城市的传统建筑风貌。其他地区的游人过去旅游，能看到

的仍旧是他们很有历史感的建筑风格。 中国有很多像北京一

样重要的古城，不应该为了简单追求现代设计而破坏它的整

体文化。上海浦西外滩保存原有建筑物，是一个十分高明的

做法，虽然有人提出说旧建筑的利用率不高，我觉得有一个

代价是必须要去计算的，那就是不能牺牲原有文化，来引进

满足必须用途的现代设计。 新旧、中西传统要平衡，并不容

易。现在香港其实也太过商业化了。做建筑的确是要向前看

，但是应该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才去做它，并且需要考虑尽量

不破坏这个地方原有的建筑文化。 《建造师》：你的儿子也

在学习土木工程专业，而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内地工程师都觉



得，这个行业太辛苦了，坚决不会让后辈入行。你为什么支

持孩子继续从事这一行业？工程师的辛苦是否是中国内地特

有的情况？香港建造师们的生活状态与社会地位是怎样的？ 

刘正光：现代的年轻人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他们的自主意

识很强。在选大学学科之前，他很喜欢电脑，我太太也很支

持他学电脑，但是他进去学了一阵子觉得跟这个专业格格不

入，没法发挥自己的想法。加上受到我的影响，1990年代末

香港的土木工程行业前景又很被看好，他就转去改学了土木

工程专业。他觉得，可以在工程项目里实现很多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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