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一年，有哪些旅行计划呢？不如先从选
定美好的民宿开始。

中国的乡村幅员辽阔，隐于其中的民宿几乎
难以计数，那就让我们在中国地图上按顺时针画
个圆圈，从北、东两个方向选取几处乡野美宿推荐
给读者。它们或许并不是最优秀的民宿榜样，但
都在“民宿助力美好乡村”的道路上做出了宝贵的
尝试。

新的一年
如何从美好乡野
获得能量？（上）

乡村建设的美丽童话“树蛙部落”充满了童
话的气息，人们走过竹桥与石墙，便进入了充满
治愈感的森林树屋当中。然而在这份美好景象
的背后，却是“树蛙部落”对于乡村建设的艰苦
探索。

“树蛙部落”的故事，开始于浙江余姚的一
个落脚于四明山下的千年古村，鹿亭中村。在

“树蛙部落”进驻之前，鹿亭中村村子也短暂地
兴起过一阵旅游热。家家户户都张罗着开农家
乐，但由于餐饮品质不高、村民服务意识欠缺、
产品同质化，导致年均入住率不到50%。

“树蛙部落”创始人付丛伟在村里住了半年
多，找到了设计方向——挖掘当地文化，参照七
千年前发源于余姚的河姆渡文明，在石滩山涧
旁，摒弃传统的工业建造方式，以装配式建筑的
形式造一个原始部落。“那时的人们临水而居，
用木桩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房屋多为三角
形。在形式上不想循规蹈矩，我要抛弃任何形
式的盒子——因为那是城市语境中的房子。”

在混凝土建筑占据乡村建设主流的当时，
“树蛙部落”是当地第一个使用木建筑、生态材
料的、用装配式建筑的模式去设计产品的项

目。在建造材料的选择上尽可能采用本土生态
原料：石材、竹林、砖瓦；在建造过程中，设计师
们请了84岁的竹匠俞国志和63岁的石匠郑志
来用自己的手艺，打造了横跨晓鹿溪的竹桥和
民宿入口处的鹅卵石墙。就这样，“浙江最美树
屋”现身于世人面前。

然而，经营民宿并不是做公益事业，光靠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是养不活自己的，还
需要明确的商业逻辑。于是运营团队开始进
驻，将民宿当成家一样打理。很多村民都成了

“树蛙部落”的员工，目前民宿十多个员工中有
一半是村里人。

店里还建立了富农专柜，和乡里共同成立
农合联，通过网红直播带动、新媒体传播等方
式，把阿姨们自己做的番薯粉丝、笋干分享给更
多人，实现乡村的绿色食品与城市消费之间的
流通。在余姚的4年时间，“树蛙部落”以自己
的商业运营实践着乡村建设的“可持续生态研
究”。在“树蛙部落”的带动下，300多位青年返乡
创业，本地村民也重新开起了农家乐。 陆 毅

图：“树蛙部落”余姚店的生态树屋非常受
亲子家庭的欢迎，经常一屋难求。

东：
浙江余姚×树蛙部落

紫阳花丛中的隐居从中国“民宿业的荒漠”
京郊起步，到保定、十堰、遵义、汉中……“隐居
乡里”的每一次选址都会让人大吃一惊，却都会
离归园田居的梦想更近一步。这一次，他们将
民宿建在了川陕交界的大巴山中。

“花婆婆”精品民宿是“隐居乡里”的第 25
个乡村改造项目和他们在陕西的第三个“家”。
很多人都会好奇“花婆婆”这个名字的由来，也
有很多人会想到美国绘本艺术家芭芭拉·库尼
（Barbara Cooney）的代表作《花婆婆》，不过“隐
居乡里”的花婆婆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巴山里
的山民。

隐居乡里团队在前期项目考察时，发现山
村里人人爱种花，村里的青壮年已外出打工，剩
余的旧宅院大多早已破损，但留守家园的婆婆
们却把每个破旧的小院打理得干干净净、漂漂
亮亮。其中一位婆婆，八十多岁，她的院坝里遍
地繁花，结满绣球、海棠，这是婆婆老伴儿留下
来的花，经过婆婆的悉心呵护，这些花儿陪伴她走

过了十多个年头。这便是“花婆婆”之名的由来。
以花为媒，“花婆婆”一步步融入了那片山

水之间。民宿中每个独立院子均配备了一位管
家大姐，她们都是当地村民，经过培训考核后，
负责小院的清洁、维护及客人的餐饮、接待服
务。

大姐们生于斯、长于斯，浓厚亲切的陕南乡
音让住客们倍感亲切。“花婆婆”还在努力尝试
通过住宿客人对乡村生活方式体验激活当地经
济的再发展，计划在山村中开展手工作坊、扎染
坊、田野课堂体验馆、园中种植体验馆等项目，
让民宿与山村真正联动起来。

在“隐居乡里”的字典里是没有“逃避”二字
的，他们其实是想为住客打造出一种“新式隐
居”的度假方式，也就是让已经熟悉城市生活节
奏的人们重新发现乡村的美好，并以一种轻松
惬意的方式去享受乡居生活。

图：花婆婆民宿的建筑设计充分参考了当
地传统建筑的样式，板石屋顶让人印象深刻。

北：
陕西紫阳×花婆婆

图：山清水秀、地杰人
灵的余姚鹿亭中村。

2023 年 1 月 3 日

生活
百科A7责编：唐楠 版式：刘静 校对：张传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