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需要长期的陪伴关系

在书店开业的活动中，陈永兴分享了“土沟村

社区营造和乡村美术馆”的话题。

原本，那里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台南小村

落，一条沟渠穿越全村，故而得名。随着农业技术

的变革，水沟变成了废弃物与污染物的集中地，再

也不见从前清澈见底临水嬉戏的样子。陈永兴将

自己的团队与工作室驻扎进村子，历时十多年进

行乡村改造计划，从人的自省到村的改变，每一步

都在实现那个梦。在他看来，乡村需要长期的陪

伴关系，需要每一个人积极参与其中。任何的创

新都是在扎实基本层面的重构。

对此，顾军也相当赞同，他真正下乡是从

2016年年初，和乡伴的朱胜萱创立了乡创学院开

始的。之后，他先是做了三年的乡村创客培训、民

宿培训后，才自己开民宿、开书店。

“当我说要开书店的时候，很多认识和不认识

的人对此都感觉很奇怪，其中最多的一个问题是：

你怎么赚钱？其实我也没有想清楚怎么赚钱！”

顾军非常坦率，“首先我很喜欢这个位置，这个位

置临水，靠近我村最里面的一座桥，风景很棒，闹

中取静。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房子，在村子里的时

候我喜欢待在这个地方接待朋友。开店一个多月

下来，这个书店的确很受欢迎，有很多文艺青年在

晚上会来看书，今天一大早八点半还有一位客人

专门从周庄过来买东西。”

顾军觉得，这个小书店，首先是一个接待处

和展示空间，展示自己对乡村生活的一种理解，

朴实优雅的生活美学，来到这里的人有可能寻觅

到一些别处没有的东西。虽然他并没有书店经

营的经验，但在过去三年看到一些特别成功的案

例，比如碧山工销社概念来自日本D&D在地风

物百货店，厦门的虫洞书店、台湾的阅乐书店、水

牛书店等。在他看来，在地文化或者说在地乡村

文化展示和交流空间是一个特别重要有生命力

的东西，他所设想的这家水牛书店可以是一种新

的尝试。

Q：作为一个乡创的践行者，你觉得目前乡创急需解决的

一些问题是什么？

A：我们一直看到的现象是：缺钱缺人。现在已经有了很大

改变，但仍然需要时间。缺钱的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乡村的产业

还非常弱，资本下乡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目前除了开民宿之外，

回乡创业没有一个支柱产业。而民宿经营也越来越难。

作为最早参与乡创的成员之一，我觉得乡创事业的拐点

已经快到了。一些新类型的事业体比如乡村学校、乡村众创

空间、乡村孵化器未来几年会有大发展、出现新品牌。谈到乡

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大多数地方政府在乡村规划的专业

根基和经验不足，政府投入很多，资源缺少有效的转化。二是

大量有才能的年轻人向往乡村，经营管理的经验和能力不足，

缺少有效的培训辅导。

Q：你希望把“水牛”打造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书店？

A：我们书店的一个共建人曾经说：“希望书店成为计家墩

的灵魂。”我个人觉得这句话责任有点大，我希望水牛书店成

为乡村文化人的聚集地，给村子带来更丰富有趣的文化生活。

我特别喜欢水牛书店寓意的中国乡村传统耕读文化。我

和陈永兴的合作不仅是空间设计和品牌授权，他也是我们书

店的合作人之一。我们计划从水牛建设事务所邀请两位青年

设计师过来驻场，协助做一些乡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设计和教

学。陈永兴的团队在乡村社区营造领域已经有十多年的专业

经验，我们计划在半年内共同完成一本计家墩理想村营造的

书，从空间、产业、社区、运营四个维度来理解和研究中国的乡

村社区营造。

生活周刊×顾军

书店可以打造一种场域，让乡村、田园、生活、艺术在此交汇，促

进人与人的链接，可以让理想村的社区土壤更加松软、丰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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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遇见，理想生活

充满在地性的选择与探索

书店的空间虽然不算大，但是很有开放感，

最大化地利用了现有的空间。陈永兴长期工作

生活在土沟村，与土地亲密接触，对乡土文化元

素的捕捉相当敏锐。而顾军的爱人则非常喜欢

各种有年代感的物件。比如，从日本淘回来的

百年花砖、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口的陶瓷水杯、来

自世界各地的黑胶唱片……静静地感受岁月的

美好。

而旋转楼梯无疑是连接书店上下两层的一

大亮点，它可以容纳很多读者坐在上面阅读。可

正是这个很棒的设计，却让陈永兴伤透了脑筋，

因为规格比较特殊，在找遍了昆山之后，依旧无

果，无奈，最后还是辗转到上海，找到商家定制才

得以完成的。

整个书店可以容纳下四万本左右的图书，在

贯穿了一整面墙的书架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涵

盖了人文、科技、自然、生活等类目的书籍。“绘本

部分，我们请了绿光绘本馆的创办人百变做选书

顾问，所以，在这里呈现的五百本绘本是非常精华

的。我最初的设想是从台湾选五千册二手书过

来，内容主要以设计和艺术类的为主。现在还在

研究可行性。”顾军介绍着书店里的进书准则时，

如数家珍，“另一个主题我选的是乡村地方风物

志。我想把描述在地文化和特色产品的书籍、文

创产品收集起来，定期可以邀请当地文化研究者、

从业人员来我们计家墩理想村分享。例如，我收

集了金门的建筑、村史研究、民宿的书籍，并计划

邀请金门最著名的民宿主人、村史顾问来做一次

交流分享。我店里也收藏了两副金门手工象棋，

风师爷造型的，目前是绝版。我还收集南昌大学

教授出版的《傩汉108像》摄影集，是二十年来赣

西传统文化的重要记录。除此之外，我准备留四

分之一的空间做村民的换书空间，做有价值的二

手书陈列和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