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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你坚持什么，
就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溪水潺潺，青山叠翠，三百年西湖
的春光，酿成一杯清茶。昔日的“万担
茶乡”，今日艺术家们把工作室搬到了
这里，把家也安到这里。他们改造农家
的房子，形成十余家独具匠心的民宿，
成为杭州乃至全国民宿的标杆。

在龙坞茶镇，西湖向西十多公里的
山中，一场乡村的复兴正在进行。“茂林
修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村民的日
常生活，是城市人心向往之的返璞归
真。这些山中的村庄，日益成为杭州热
门的旅游景点。

未来的新生活，是在熙攘便利的城
里，还是风和日丽的乡间？在中港的龙
坞项目中，中港集团董事长沈宝土似乎
在探寻这样一个答案。

生活“飘”起来了，精神却好似无处
着落。当所有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
高，就连你自己，也是否还能想起来问
自己一句：你飞得累不累？如何达到人
生的平衡——龙井院子给出了这样的
答案：“我们希望营造的是一种聚落生
活，代表人们心里面最渴望最向往的生
活状态，是一个和城市区别开来，能够
让人做回自然的孩子的社区。”

不是旅游，也不止于度假，并非躲
避或放逐，而是提供一个城市链接自然
的端口，一条跟不平衡的内心达成和解
的路径，让人能够卸下城市的喧嚣，在
自然里追求真正的自我。

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曾这样说过：
“人心很难居住在这个数字时代，我想
建造的是那种让人心居住、扎根的地
方。”而龙井院子也就是这样一个都市
人追求身心平衡的理想之地。

回归自然的亲子之乐。
“弥足珍贵”的周末，该带孩子去哪

儿？
当城市的触角不断延长，自然却慢

慢退到离人类生活越来越远的地方，城
市里长大的孩子，也许正渐渐缺失一半

的世界。
“朝涉外桐坞，暂与世人疏。村庄

佳景色，画茶闲情抒。”这是一千多年
前，诗仙李白在杭州“外桐坞”，与山间
茶露偶遇时，信手拈来之诗句。离开西
湖，往西南山麓深处走，外桐坞、上城
埭、龙门坎、何家村⋯⋯沿着村道一路
往前。万亩茶园遍布村舍，年茶叶产量
接近 400 吨——龙坞镇素来有“万担茶
乡”的美誉。

而今的龙坞茶镇生态环境优良，民
风民俗淳朴，以开放、大气、优雅、舒畅
的原生态环境为特色，以青山、小溪、茶
园、山林、村落为背景，以悠久的茶文化
和民俗文化为精髓，集茶园、花园、果
园、菜园、庭院于一体，是都市居民回归
自然，亲近乡土，放飞心情，感受文化的
特色乡村旅游胜地。

重塑东方的人居理想。
建筑大家梁思成先生对东方建筑

美学的执着，深镌着“新而中”“中而新”
的人文哲思，东方建筑中蕴含的诗意早
已成为民族美学的符号。一砖一瓦、一
草一木都是匠心，成就的是独树一帜的
新东方主义美学人居。

在沈宝土对传统东方美学的坚持
和探索下，在对人居生活研究、创新的
过程中，中港让家园、人生和天地在一
个个项目中产生奇妙的组合，中港的每
一个作品无不展现着中港对东方文化
的深刻理解。龙井院子对中港来说是

一次新的尝试：让更多人读懂东方人居
美学，用自己的力量坚守东方人居美学
的复兴之路。

生活力：你相信什么，
就要去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匠心筑梦，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
评；匠心独运，全方位布局集团，赢得了
行业的认可和集团员工的赞誉；文化积
淀，跳跃性思维，把项目提炼并融合了
地域特色，使其数次推盘、数次售罄。
沈宝土说：“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
每一天都在同一件事上进步一点，就是
最大的进步。”

一场求新、务实的变革正悄然影响
着地产界，地产 3.0 时代来了。在政府
的宏观引导下，市场自发产生了对文化
赋能的迫切需求。

在经历了多年的地产操盘后，沈宝
土或许已经察觉到重资本的地产开发
并不是他的强项和兴趣所在。在对地
产行业有了深刻理解后，用文化艺术为
地产赋能，同时地产能够反哺文化，是
他要选择的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从西湖院子到龙井院子，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都亲自过问，多年下来，也
勾起了他对自然、土地、建筑的溯源
梦。造一座真正的中式大宅，让自己不
留遗憾，成为了沈宝土的理想。

龙坞茶镇具有深厚的人文根底，桐
坞村那几棵古老的大樟树见证了明末
才子陆培的忠节，慈母桥和葛衙庄两个
村庄的名字为明末泗乡才子葛寅亮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曾几何时，徘徊在
这片尚未开发的土地，沈宝土和同事们
一次次叩问自己。

留土地以文脉。在项目规划图中，
我们看到，以自然茶园村落为背景依
托，青翠连天，呈现出一幅清新自然的
茶村风光。“我们将以现代仿宋中式温
馨怡人小街区尺度，营造以茶文化为主
题的商业氛围，创造休闲慢生活节奏
感，街和院之间的起承转合形成丰富的

空间内涵，表达出地域文化在这个项目
中的重要意义。”沈宝土说。

赋建筑以诗心。“项目将以成都宽
窄巷子、太古里为蓝本，结合本地块自
身特点，汲取成都宽窄巷子的优点，发
挥和发掘本地块自身优势及地块形状
特点，展现出一个有成都宽窄巷子影
子，却又完全不同、有极大丰富内涵的
商业典范。”项目负责人介绍说。龙井
院子将业主的生活空间从室内延展到
户外，重新定义了室内设计与室外景观
的搭配融合，使人们真正获得了“诗意
的栖居”。

高楼拔地而起，城市万家灯火；从
满足简单居住，到装得下美好生活梦
想。这几十年间，我们的居住理想在不
断改变；中港是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推
动者。中港人带着“居住让生活更美
好”的理念，奋进前行。而沈宝土更坚
持回归自然、回归生活、回归真我。他
用作品说话，他说，你相信什么，就要去
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从杭州闹市区向西南车行，连绵起伏的

茶山，潺潺奔流的龙门溪，遍布其中的独栋

庭院，民国风的商业街区，温润典雅的校区，

书香缭绕的图书馆，这里隐藏着一个理想居

心地。

十几年前的龙坞，虽然是原生态江南农

耕特色的质朴茶村，但可能还谈不上理想的

居住地。对本地居民来说，公共投入不足、

基础建设较弱、商业氛围不浓，环境再好，生

活起来终究是不便利。

外来的游客，流连于茶田环绕、森林葱

郁的自然景观，动情于民风淳朴的乡村生

活，但是食宿、商业配套的缺乏，让人产生打

消小住三五日的念头。

2015 年，龙坞茶镇列入浙江省级首批

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改造工程也一步步启

动，路网新建，安置房和学校等基础建设、

社区功能完善，整体村落环境整治，产业招

商⋯⋯如今，拥有商业、产业、学校、生活配

套等多个区块的龙坞，俨然像一个功能齐

全的“微型城市”。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完

美融合，既保留茶田农耕的乡土之美，又拥

有现代生活的便捷配套。

一边相拥清新自然的环境，一边享有城

镇的热闹，本地居民像生活在波尔多式的江

南小镇，外地游客找到了游走于都市和乡村

之间的诗意生活。

而中港，在这里营建了一个理想中的家

园。

教育配套：
西湖第一实验学校，是集网红颜值

和软硬件实力于一体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简洁典雅的校区建筑，海洋般的蓝
色操场，平整碧绿的草坪，功能齐全的
实验室，与国际接轨的教育交流，这里
能装下龙坞下一代青春飞扬的梦想。
公共文化服务配套：

龙坞不大，却拥有两家图书馆，分
别是位于九街的西湖图书馆龙坞茶镇
分馆和位于慈母桥村的杭州图书馆茶
文化主题分馆。除了可以借阅图书，还
经常有国学讲堂、文化交流活动。茶韵
墨香，是最好的精神滋养。
周边商业配套：

前身是龙坞工业园区的九街，经过
改造，摇身变成由四横五纵九条街巷组
成的茶主题文化街区。绿树成荫的道
路，民国风的建筑风格，在街上逛逛都
觉得有几分优雅闲适。
休闲娱乐配套：

茶 博 物 馆 、茶 研 究 机 构 、茶 学 培
训、茶馆、茶品牌商店密集地入驻这
里，除此之外，还有品牌餐饮、咖啡厅、
酒吧、烘焙工作室、民宿、艺术工作室
等，满足吃、住、玩、逛、购的一站式需
求。寻访白桦林创意园、漫步西山森
林公园、在光明寺水库旁野餐、在外桐
坞解锁文艺小店，更多隐秘景点和玩
法等你发现⋯⋯

中港集团董事长 沈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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