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 本 地 建 筑 设 计 才 子 佘 崇 霖

（Colin Sea h），不得不提 他

那些将创意设计和古朴韵味，结合在

百年老建筑内的精品酒店。第一次设

计并修复精品酒店就获得建筑大奖，

令他立即受到瞩目，一跃登上国际建

筑界的大舞台。10多年后的今 天，他

仍在继续发光发亮。

登录Ministry of Design（MOD）

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几个大字— —

质疑、推敲、新诠释。佘崇霖对此的解

读— —从根本提出“质疑”，从中“推

敲”不同的呈现手法，再给 予旧物体

一个“新诠释”。他说：“这是MOD的

座右铭，正是 这样的理念，推动我们

不断地前进。”

从教学研究到获奖建筑师

佘崇霖对艺术的热爱，最初是在

摄影和戏剧上。他担任过杂志摄影师，

但为了在设计路上走得更深更远，他

到美 国 大 学 接 受 建 筑设 计 的专业 训

练，并在新加坡获得建筑师资格。曾追

随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ss）和丹

尼尔.李博斯金（Daniel Libeskind）

等设计大师的他，回国后在新加坡国

立大学建筑系从事教学研究和担任评

论员，前后四年。那时的他一心朝学

术界发展，还曾打算回美国修读博士

学位。

佘崇霖
赋予空间新定义
所谓创新，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在旧的基础上，

深入思考，反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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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那年，我因身体原因退出中国国家队，远赴日本。

本以为通往世界乒坛之路的大门已经关上，但在20岁，它又

向我闪出了一丝缝隙。能在更大的国际舞台展示自己，是所

有运动员的梦想，那一刻，我没有任何犹豫。于是在2007年

来到新加坡这个梦开始的地方。

10年过去了，我拿了世界冠军，三次站上奥运会领奖

台，收获了很多新加坡、东南亚、亚洲以及国际的各项冠

军和荣誉。毫无疑问，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10年，但这一

切来得不易，其实我也有过彷徨。

刚 到 新加 坡 时，我 只有14 个月的 时 间 去 争 取 参加

2008年奥运会的机会。当时我只是个既没有世界排名、

更没有大赛经 验的无名小 卒，想要 抢 到奥 运 会的入场

劵，除了要在队内脱颖而出，还要尽快打入前十的世界

排名。时间紧迫，我也急于证明自己，然而初登世界舞

台的兴奋却被一次次的失利冲击得支离破碎；曾经，我

每天都要面对超负荷的训练，即使练到哭、练到吐，也

无法走出状态持续低迷的怪圈；曾经，我被伤病折磨

得夜不能寐，在赛场上的每次移动和挥拍都是钻心的痛；曾

经，压力如同乌云般垄罩着我，挥之不去，让我窒息……除

了身体的折磨和内心的煎熬，还有孤独，如影随形。

我还行吗？这么痛苦，还要继续吗？我曾不止一次的问

自己。

虽然有种种理由让我放弃，但有更多的信念告诉我：冯

天薇，你必须坚持，必须忍耐，你要用这些最孤独的时光，

塑造出最好的自己。走过彷徨，便是坚强；经过淬炼，必是

成长。时至今日，我必须感谢这些难捱的日子，是它们教会

我用微笑去面对周围的一切，是它们成就了今天的我。

去年10月底，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了新加坡国家队。

这意味着我要么即刻退役，要么事事亲力亲为、自行安排和

组织训练及比赛、以独立球员的身份征战。在面对职业生涯

中最大危机时，政府给了我最强大的支持和鼓励，众多球迷

也纷纷写信鼓励我继续坚持，这一切让我更加坚定，更愿意

为梦想再次出发。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很累，但很快乐。 

如果当时 没 来 新加坡，现在的我 身在何处，又在做什

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的我，家在这里。出国比赛

时间久了，我会想念这里亲切的味道，这里的美食，这里的

环境。没有新加坡的培养就没有今天的我，我希望用微薄之

力回报新加坡，帮助有需要的人，尤其在乒乓和教育事业上

奉献自己的力量。还有许多梦想未完成，无论我是站在台前

或退居幕后，都会为新加坡拼尽全力！

尽力了，不后悔。我是冯天薇，这就是我的10年。

我
很
累，
但
很
快
乐

 冯天薇

说

 吴晓君    受访者提供、Ministry of Design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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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他

的人生。他因为结识了本地酒店及餐

饮 家 卢 立 平 ， 有 机 会 为 武 吉 巴 梳 路

一 栋 具 有 8 0 多 年 历 史 的 老 建 筑 进 行

修复，改建成精品酒店——新大华酒

店。为了这项计划，他辞去国大的工

作，并在2004年创立了MOD。结果

这个作品荣获2006年度新加坡总统设

计奖。

创新但非标新立异

新大华酒店的内部设计有许多亮

眼的点子，如吊式挂床、衔接墙面和

天花板的镜子等。池底设有两个透明

圆框的迷你泳池，让在楼下用餐的食

客抬头就可欣赏到美妙泳姿。这些融

入老建筑的时尚感，在当时引起不少

注目，也成了佘崇霖的标志性风格。

此后，MOD参与了多项改造旧

建筑物的计划。位于马可新路的百比

图（BBH）办公室是其中一例，旧

货仓在他巧手下变成时尚的现代办公

室。他也凭此再次获得新加坡总统设

计奖，以及另外四个国际奖项。在文

化遗产丰富的槟城，也有佘崇霖的作

品。例如乐台居（Loke Thye Kee 

Residence）和麦卡利斯特官邸，就

是老建筑改造而成的高级精品酒店。

说到修复旧建筑，创新的同时还

得兼顾“守旧”是很靠功夫的，设计

师需要在两者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

衡。佘崇霖总是深入了解建筑的历史

底蕴后，再融入现代设计和功能性，

将新、旧元素融为一体。他说：“设

计最忌一味追求标新立异，而迷失了

重心。”

独爱概念式设计

除了改建旧建筑，MOD的作品

也包括一些崭新的楼宇，项目分布在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各大城市，

包 括 度 假 酒 店 、 商 用 大 楼 、 住 宅 、

综 合 项 目 和 销 售 展 厅 等 。 例 如 T h e 

Capitol、Ecoworld层叠式总部大

楼、SOHO上海外滩等。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两项位于

台湾阿里山和中国杭州的五星级度假

酒店计划。两项都是从平地开始，将

建成拥有160间客房、三家餐厅、会

议室、水疗馆、游泳池等设施的高级

精品度假酒店。”

此外，MOD也涉足设计家具和

特色纪念品。例如，在新加坡一些户

外 游 乐 区 可 看 到 的 “ 加 冷 人 浪 ” 长

椅、SG50手袋、明647号扶手椅，以

及为纪念新日建交、跟日本工匠合作

制成的威士忌酒杯。从业13年，交出

了91项设计作品，当被问及最满意或

钟爱的作品时，佘崇霖说那些具“整

体性”的项目让他最有满足感。

何谓“整体性”？他以麦卡利斯

特官邸项目作解释，一栋殖民时代的

洋房在变成有八间客房的高级精品酒

店，从整体品牌形象、室内设计、家

具到挂在墙上的指示牌，甚至餐厅的

菜单、经理的名片，所有设计都由他

和团队一手包办，发挥空间更大，也

更能贯彻自己的设计概念。

再看看今年完工、位于北京后海

的“薇”酒店（VUE），他在占地

5420平方米的空间里包办了整体策

划、品牌设计等，把50年代的历史建

筑群改造成80多间客房的精品酒店，

为这座历史名城添多一个亮点。

尽管进行过的项目如此多样，佘

崇霖表示要诀还是只有一个——尽量

在保留关联性的前提下，再创新貌。

演讲分享设计经验

MOD于2009年在北京开分公司

后，跟着于2012年在吉隆坡开分公

司。北京MOD至今已在中国进行多项

大型计划，包括七项跟SOHO中国合

作，以及七项跟万科合作的项目。 

“中国是非常庞大的市场，让我

们有机会进行较大规模的工程，有时

还能做一些实验性的东西。”至今为

止，佘崇霖和MOD已获颁93座国内外

奖项，成绩斐然。为了维持MOD的独

特性，佘崇霖一直严格监督所有设计

项目的大方向，属下每名设计师的作

品也必须经由他评点和审查，没有丝

毫松懈。

除了公司领导人和设计总监的身

份，他也是活跃的演讲者和评审。他

定期在各大活动上亮相，和观众分享

公司的经营哲学和经验。

对于未来，佘崇霖表示还是“必

须不断创新，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他 说 ： “ 我 们 把 自 己 定 位 成 创 意 团

队，就必须担当得起这个名，并持续

下去。我们正在策划出版一本专题图

集，把MOD一路成长的精彩片段收录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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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改建旧建筑，MOD的作品也包括一些

崭新的楼宇，项目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和中国各大城市，包括度假酒店、商用大

楼、住宅、综合项目和销售展厅等。

佘崇霖创立的MOD曾参与多个海外建筑项目，包括中国的北京后海薇酒店和
万科三V销售展厅，以及马来西亚的麦卡利斯特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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