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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赖兴才没有止步于第
一个漫屋，而是赴上海各个郊区考
察。2013年、2014年，他又联合了数
个白领家庭，在青浦筹建第二个漫屋，
于2016年正式运营。前不久，他的太
太在他的鼓励下辞去工作，全职到位
于金山的在宅基地上建成的漫屋做管
理员。“我太太以前是公司白领，到新
公司后，收入增加了不少，职位也提升
了，但一直在加班，这与她原本想过的
生活越来越远了。她不希望这一生这
样过完，就与我并肩走到了一起。”

“金山漫屋将于7月16日开设夏
令营，也宣告正式运营。另外，我们
在浦东迪士尼附近租了一个农家小
院，装修了四间小平房，也打算开
放。”赖兴才笑称，自己的漫屋建造过
程相当的慢。有的人不理解，总会催
问漫屋建造得怎样了？怎么如此
慢？但他们却始终坚持按照自己的
节奏慢慢打造心中的漫屋。赖兴才
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有很多记者
会同情地跟丁薇讲，你这么多年坚

持下来不容易。对方说，‘我没有坚
持啊，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自
然而然地走到了现在。’我和他一
样，没有给这些漫屋的发展速度定
目标。我希望把生活做成事业，在自
己享受乡村田园生活的同时有偿分
享给志同道合者，让自己的乡村田园
生活成为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模式；始
终牢记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筹建节
奏，把漫屋筹备过程变成一种开心的
生活过程，过程开心了，结果就不重
要了，因为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每找到一块田地，赖兴才就会尽
量雇佣当地人种植，并和对方约法三
章，采用最原始的种植方式，如果遇到
虫害导致收成减少不找农民的麻烦，
倘若农民购买农药不予报销。但这样
的做法遭到了当地农户的怀疑，他们
认为不需要农药和化肥是不可能的。

赖兴才打开一个PPT，里面有他
详尽的对美丽乡村的规划。他介绍
说，最近他打算把18亩水稻田、2.5
亩菜园和2.5亩果园一共23亩地打

造成特色田园体验基地。
赖兴才心目中的升级版漫屋是这

样的，这里有香草种植区，用自然的植
物打造一个宁静美丽的康复花园空
间。在这里可以晒太阳、听音乐、打
坐、瑜伽也可以制作精油、手工皂、插
花等，这里还有移动的鸡舍，果林和菜
地的鸡，可以自由地行走在田间，可以
吃虫、生产天然的肥料，且可以移动，
当一个区域的肥力充足后可以将其改
道继续下一空间的施肥。还可以开展
狩猎峰会，一次可以捉100只毛毛虫，
无形间帮农民清除了许多害虫。

不过，赖兴才表示，自己规划设
计稿虽然得到了当地村镇的大力支
持，但由于不同于传统生产型农业模
式，因此还是有更多人不理解、不看
好；比如：当地村民会认为他傻瓜，任
由地里长满杂草也不使用除草剂；正
式实践过程中也会受到种种制约，放
不开手脚，导致很多规划止于梦想，
难以实现；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做沟
通说服工作，还未必取得成效。

拓展 把漫屋筹备过程变成开心的生活过程

最近，泰国清迈50公里郊区的农民Jon登上全球最大演讲台TED，向大家讲述自己返乡建造有机农
场的故事。看完这则消息，4年前聚集上海10户白领家庭开设首个漫屋的赖兴才有些兴奋，“像是找到了
知己。”7月16日，赖兴才位于金山的漫屋即将迎来首个夏令营，这是他在上海建的第四个漫屋，也是对
外开放的第三个漫屋。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2011年 7月，在上海电气工作
的赖兴才因为对田园梦想的向往，毅
然辞职。一路开车回重庆老家，他沿
途考察和学习，拜访了许多返乡创
客，但却倍受打击。拿他的话说，他
原来想要改变一个村庄，现在发现只
能把梦想浓缩，从一个城市里的现代
农夫开始做起。

做了11年国企工作，已做到中
层的赖兴才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却从
未中断过。“有了一定物质基础，解决
了温饱后，我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义人
生。如果按照原来的工作轨迹走，我
很容易能看到退休前自己是怎么样
的，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记得自
己小时候的乡村充满乐趣，欣欣向
荣，现在却很荒芜，我希望改变它们。”

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因考察农业
而与横沙乡民永村结缘。2013年3
月，他在微博上喊出“每人出资5000
元，就能在横沙岛包一块地，种植分
享生态菜”的消息，寻找愿意和他一
起去横沙岛做“地主”的城市白领，帖

子一发，立即引来了10户家庭参与。
在村长的大力支持下，2014年

他们在横沙岛建了首个漫屋，将拖拉
机仓库改造成有6个房间的休闲生
活馆。他和众筹家庭在横沙岛种下
了第一茬菜，花生、红薯、南瓜、茄子、
空心菜……遵循吃在当地，吃在当季
的自然种植消费法则。而到了收获
季，父母带上孩子举家前往采摘，回
到市区后挨家挨户送菜给没去的家
庭。

从事IT工作的曹剑锋是第10个
报名者，此前的他和所有报名者素不
相识。曹剑锋的想法很简单，“我家
孩子还小，外面的东西存在食品安全
隐患，我希望他从小能吃到自己种的
生态蔬菜。我们雇佣的菜管家使用
的是璞门自然农法，即除了播种，什
么都不干，也不考虑收成。”在做漫屋
的几年间，他认识了各行各业的朋
友。唯一让他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孩
子大了后，加上工作繁忙，自己上岛
采摘的频率没以前高了。

袁立志是一名律师，他成为众筹
家庭的初衷和曹剑锋等人如出一
撤。“我希望通过这块地，自己采摘又
新鲜又安全的蔬菜，同时那里又适合
开展亲子活动。城市的孩子很少有
机会接触自然。周末，我们可以带着
孩子围海造田，抓鱼抓螃蟹，横沙岛
没有被开发，岛上干净整洁，气温比
上海市区的要低一两摄氏度，适合避
暑。参与的过程很开心。”

因为大家都不是全职，漫屋的农
田里种出来的菜，众人前后物色了很
多人选进行管理，但都不尽如人意。

“主要碰到的是运输的问题，我们也
曾想过接力的方式，谁家去了，就运
到市里，再分别自取，但这样比较麻
烦。”袁立志坦言。

“前期去得蛮多的。但因为找不
到合适的物流，有时候一些菜都烂在
地里了，很可惜。这些年，我们这些
家庭能够走到现在很不容易，要投入
很多成本，大家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
系，谁也舍不得退出。”曹剑锋说。

雏形 从城市里的现代农夫做起回到田园

建立城乡互助模式
用创意把乡村唤醒

这些年，赖兴才曾去过很多村
庄，一些偏远地区的乡村，地荒着，只
住了一些老人，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
和老龄化。每次见状，他不禁痛心疾
首：乡村不能这样凋敝下去。

“我们这代人，小时候都听父母
说过这样的话，小时候不好好读书长
大了就要去种地。但进入城市后，我
们又产生了新的价值观要升官发
财。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被这些所谓
的价值观绑架，因为一定有人不喜欢
升官发财，不喜欢读书的，一定有人
喜欢做手工的。时代发展到现在，已
经允许价值多元化。”赖兴才说。

他将自己现在在做的事归类为
专家所说的“城乡互助”模式，这一模
式下体现出一种对等、公平，彼此信
任、各自受益。“我当时就希望自己成
为众多志同道合者在乡下的亲戚，我
做真实的自己，提供真实的一切给我
的志同道合者，彼此像一个大家庭那
样真诚、信任、互利。”赖兴才表示，和
他一样回乡做生态农业的很多人也
是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感知到诚
信体系到了破坏殆尽的地步的一种
回归自然；这也是一种抗争，他们希
望重塑诚信体系，让食品回到安全，
让生态恢复，环境优美。

“这些人向往乡村的生活状态。
一到周末节假日就往乡村跑。”和志
同道合者一样，赖兴才也非常喜欢田
园生活状态。在他的努力下，如今的
横沙岛已经有了民间音乐会、乡村婚
礼。“乡村其实不土，只要合理匹配
好，就可以有高大上的现代田园。如
果能坚持做下去，乡村空心化、老龄
化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赖兴才开设漫屋的理念的是，推
动城市与乡村互动，这样城市的青
年、老人、儿童可以到乡村体验农业
课堂，推广传统永续的绿色农业，用
创意把乡村唤醒，带来创意文化、资
金与人流。城市和乡村互动需要靠
人来完成。这样才能吸引城市的人
到乡村体验生活，能留得住乡村的
人，激发停留、居住、工作等持续性活
动在新乡村发生，并提升乡村的生态
环境、人文环境。“这是我们项目的出
发点和设计目标，希望我们心中的农
业生活能够为城乡互动发展提供希
望的种子。”

城里太累我想漫一点
白领共建漫屋推动城乡互动

理念

赖兴才与十余户家庭共同开设漫屋。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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