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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半山幽，虫鸣杏花羞。拨开清
新扑面的绿竹叶，踏着斑驳褶皱的青石
板，暮春时节，走进泰顺县筱村镇的徐岙
底村，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

傍晚时分，微风，未闻鸡犬和炊烟，
忽枝头觑见鸟行踪，惊落几片残叶。一
袭素衣静坐文元院落，她便是这方村落
的共益社区发起人谢怿雪，村民更喜欢
叫她“小熊”。

短发，透着一股律政佳人的英气。
清秀的脸庞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在谢
怿雪眼里，古村落有着独特的魅力。这
位“80 后”一眼相中了 800 多岁的徐岙
底村，随后带着一群年轻人，从空间重
构，到人员融合，再到经济共益⋯⋯逐渐
唤醒沉寂已久的古村落，搭建起新型乡
村共益社区，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城市
家庭，为古村落持续注入澎湃活力。

删繁就简的韧劲

“五八，跑慢点儿。”在徐岙底村的石
阶古巷里，时常有一只田园犬亲昵地围
绕在她身旁奔跑。在人群中我们一眼便
认出来谢怿雪，不是因为白棉纱衫，也不
是因为清瘦的身影，而是从她的眼神中
能读出一股韧劲，这也让她做起事来略
显老成。

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谢怿雪从
北京大学法律专业硕士毕业后，一路打
拼成为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成
为别人眼里名副其实的“律政精英”。然
而走遍千山万水，看倦世间繁华，总想返
璞归真，这是谢怿雪与团队伙伴的共鸣。

选择删繁就简这条路，需要毅力和
韧劲。10 年前，她辞掉了北京的工作，
回到温州老家永嘉县的一个小山村。从
欧洲游学回来，她请来设计师打造理想
中的第一个乡舍——墟里。“墟里”取自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暧暧远人村，依
依墟里烟”。从永嘉小山村到泰顺徐岙
底古村，谢怿雪骨子里的文艺情怀和乡
村中的古朴沉寂不断碰撞。

“来到徐岙底村是跳过了一切理性的
计算，否则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遇到徐
岙底之前，谢怿雪看了上百个类似的古村
落。徐岙底距离筱村镇不远，古村形态完
整，农田有人耕种，传统习俗依然保持，有

种大隐于市而不被打扰的美。谢怿雪婉
婉道出自己和徐岙底村的缘分。

作为泰顺保存最完整的古村落之
一，徐岙底被列为第四批中国传统村
落。2018 年 6 月，谢怿雪带着墟里团队
和泰顺签订整村运营30年的协议，在古
村分期建设墟里乡舍、乡土餐厅、红粬展
馆等项目，并引入国网泰顺县供电公司
参与改造，既实现智慧用电，又保持了古
村原有形态。

“阿图，我家那老厝啥时候也能动手
改造？”徐岙底村民吴老伯每次遇到村支
书吴宏图就会问。早前，他和村里许多
老人一样，对古村修缮开发颇为纠结：租
期很久，以后可能没机会回去住了，倘若
一直空着也会慢慢破败，小修小补不顶
用，大修又负担不起。但这种顾虑很快
被打消。

“墟里团队进驻后，没有迁走住在这
里的村民，反而通过修缮为他们提供了
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为保持古村的烟火
气，谢怿雪索性将整个团队迁到了村里，
在这里办公、居住。她本人也带着孩子
在古村生活。在谢怿雪的邀请下，一批
新乡民陆续来到徐岙底定居、创业。原

本荒废的文元院落有了孩童嬉闹的欢声
笑语，顶头厝几百年的木构楼房里有了
茶香书影，临溪的普通民居也“长”出了
古村咖啡馆和茶舍。“简单生活，就是直
接住进来。”谢怿雪说。

守望乡土的拼劲

古村重现生机与活力，关键在于人
的回归与融合。“从城市回到乡村并不
难，但只有乡村情怀的人才能坚持下
去。”共事数年，说起谢怿雪的10年坚守，
墟里·徐岙底共益社区经理邵程凯说。

“小熊经常告诉大家，我们做的不是
民宿综合体，而是新型的乡村共同体，人
和古村不可分离，要有乡村共同情怀。”
邵程凯介绍，谢怿雪特别注重合作伙伴
的理念，因此她曾婉拒不少看起来可以
快速赚钱的项目。

一头是渴望回归乡村的城市人群，
一头是留守家乡的乡村群体，如何让他
们成为一个新的整体？“用乡村空间连接
人。”谢怿雪在徐岙底努力打造新型社
区，重组社区人群，通过在地产业连接乡
村生活，实现共益社区有机生长。

盘活古村，传统技艺因此重获新
生。2019 年，村里的“红粬展馆”开馆，
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筱
村“乌衣红粬”再现人们眼前。“徐岙底共
益社区吸引了上海、江苏、福建等多地客
人，‘乌衣红粬’传统技艺也在慢慢出
圈。”泰顺红粬非遗传承人吴志文每天会
来展馆制作红粬。谢怿雪顺势带领团队
研发了味道甘醇的红粬啤酒。

激活民俗，村民有了不同身份。吴
志文从本地村民变成了红粬作坊的主理
人，更添了乡村文化传播官的名片。如
今，和吴志文一样，保留古村落传统生产、
生活方式的村民，心中的乡土情怀多了份
文化自信，在谢怿雪团队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人从全国各地被吸引过来。而吴志
文也收了10多个徒弟，还有人从贵州毕节
来学艺，并将手艺带回了贵州。

聚力共益的闯劲

探索共益社区新型集体经济，这是
“共益”的核心，也是让新老乡民持续融
合的黏合剂。深度挖掘徐岙底的古村价
值，谢怿雪带着团队发起“半农半X”“最

好的教育在乡村”等志愿者项目，策划
“跟着节气去乡村”“宿游山野生活节”等
体验活动，还推出“新乡民招募计划”。

“让乡土的保持原汁原味，让文艺的
更接地气。”谢怿雪认为，有来有往才有
活力。她带领团队把城市里时兴的综
艺、影视、研学等文旅业态引入古村落，
让这个小山村真正热闹了起来。现在每
年举办活动 100 多场次，吸引 1 万多户
城市家庭来访，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年平
均增收500万元。

“明明在家门口工作，我却看到了更
大的世界。”40岁的郑海影是本村媳妇，经
谢怿雪招募，主理共益社区的食物工坊。
她带着客人打年糕、做青团、采茶，做红粬
馒头、打冬酿，和天南地北的客人聊村里
的故事，听外界的声音。村里同批已有10
多名村民分别“当家做主”打理一方。

谢怿雪相信，有了效益，大家的信心
和热情就会迅速传递。20 天，3 个年轻
人披星戴月地赶工，将徐岙底一处废弃
的灰斗（仓库）改造成一间古村茶室——
植影小院，这也是徐岙底村今年进驻的
年轻人主理品牌。在谢怿雪的微信朋友
圈里，她不遗余力地推荐着共益社区的
品牌和各个工作室。

植影小院在谢怿雪的推荐下，成了当
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打卡点。主理人之一
涛涛来自湖州德清，他放弃了运营4年的
摄影工作室，跟着同学小井一起来到徐岙
底。“现在做得最多的是分享。”涛涛认为，

乡土风景、风味美食⋯⋯接待客人是分
享，把这里的故事拍摄出来传递出去也是
分享，这是工作室与谢怿雪的约定。

“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终端
嵌入，才能让徐岙底更有底气。”眼下，谢
怿雪聚焦的便是延伸共益社区的生活链
和产业链。在她看来，未来的金融、人
才、社群等元素还需要不断导入，才能逐
步形成古村创业和生活的支持系统。而
她也在各种场合不余其力地营造徐岙底
的“虹吸效应”。

去年底，作为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
游协作区推进大会的子活动“宿游山野
生活节”，就在徐岙底举办。国内文旅专
家、行业操盘手、头部民宿品牌、教育品
牌、生活方式品牌及本地新老乡民一起，
在徐岙底探讨乡土生活新模式。

今年初，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
谢怿雪分享了徐岙底从传统古村落到
共益社区的探索历程。如何在商业价
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点，特别是
在社群运营中，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并持
续受益？这是当下谢怿雪团队正在思
考的焦点。

带领团队探索新型发展模式，永嘉人谢怿雪——

搭建共益社区，激发古村活力
本报记者 尤建明 汪子芳

就像一只展翅的大雁，翱翔一圈后，
又带着一帮朋友回来了。

苍南人张书雁创办浙江自然造物文
化创意公司，多年来致力于让传统民艺
以国潮玩具、节庆礼盒等形式融入生
活。最近，他忙着对接全国各地的文旅
大咖，准备跟大家结成合伙人，一起回到
家乡发展乡村，打造一个民艺公园。

一身黑色休闲装、一脸络腮胡子，走
在人群里，张书雁背着手，一副闲庭信步
的样子。他带着文旅圈的朋友，一路打
卡了苍南 168 黄金海岸线、县城老街区
等。队伍里，有从事乡村设计的主理人，
有运营乡村平台的农创客，也有专门改
造农村房屋的建筑师⋯⋯

为何想到回乡发展传统民艺？用他
的话来说，“时间到了！”

颇具号召力
牵线大咖回乡谋发展

苍南海岸，海天一线，勤劳的渔民们
出海捕鱼，将一批批新鲜捕捞的鮸鱼，送
到加工厂去皮去骨榨成泥，再运到家家
户户做鱼饼的地方，加入番薯粉、蛋清、
水等。看着村民们熟练的搅拌动作，张
书雁突然觉得，家乡民间百年的鱼饼制
作技艺值得挖掘传承。于是，他马上拉
来制作团队来拍摄纪录片。

留住传统民艺，这是张书雁的初
心。1980 年出生的他，是苍南灵溪人，
16 岁 就 离 开 家 乡 到 杭 州 读 书 工 作 。
2015年，他创办了浙江自然造物文化创
意公司，团队以寻访民间艺术为主，到全
国各地拍摄纪录片，发现民艺产品，并帮
助乡村手艺人推广。

比起个人名气，张书雁团队的作品更
让人有记忆点：被包装成礼物的遂昌长粽，
现在订单量破亿元；手作材料包被折叠成
皮影戏，让非遗有了新玩法；在余杭瓶窑镇
打造自然造物民艺研究中心，成为2003
年度“浙江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之一⋯⋯

去年5月，张书雁的团队来到温州，
拍摄粉干的制作过程、鱼饼的制作工
艺⋯⋯在拍摄过程中，张书雁发现家乡
的民间艺术竟然如此丰富。“苍南有
1000 多名民间艺人，炎亭鱼饼、矾山肉
燕等小吃还是非遗，很受大家欢迎。”张

书雁突然觉得，离乡 20 多年，是时候回
家来做些事情。这与苍南当地政府的想
法不谋而合。在当地的支持下，张书雁
带着团队打卡家乡各个风景点，打算在
县城建一个民艺公园。“这里有民艺馆、
造物集街区、非遗酒店等，让散落的民艺
集合起来，让游客一站式全览苍南民艺
文化。”张书雁形容说，像是一本书的目
录一样，民艺公园也是民艺集合地。

创意需要落地。在今年 3 月的海南
国际文创周，张书雁参会畅谈乡村民艺
发展理念，他认为当代年轻人与设计师
应该参与到民艺再造的过程中，留下当
代的手艺，帮助传统创新、产业带动、环
保再生，再现民艺价值。在苍南县政府
的诚邀下，他牵线在座的文旅大咖去苍
南看看，一起参与到自己的民艺项目
中。张书雁带着这些朋友来到苍南，品
尝非遗小吃、了解乡土文化、给当地民艺
发展出点子。目前，10 余家文旅头部企
业加入苍南的文旅团队。

参与的主理人，有 SMART 度假产
业专委会秘书长王旭、重庆奥雅可是董
事长周迓昕、隐居乡里创始人陈长春、安
哲建筑创始人王求安等，他们在国内文
旅产业里是数一数二的大咖。王求安评
价说，专业文旅大咖合伙打造乡村，这在
国内很少见，张书雁有创意，正在“发起
群聊”。对于自己颇具号召力的行为，张
书雁打趣说，“可能是人格魅力”。

“让民艺走入民众生活，期待在家乡
慢慢实现。”张书雁说。

创意力量大
柿子干价格翻好几倍

文化繁荣多样，为何执着于发展乡
村民艺，其实这在张书雁的人生轨迹里
可以找到答案。

2013年以前，张书雁创办品牌策划
公司，“工作狂”的他因为一场交通事故，
开始认识到生命的重要性，“需要花更多
时间陪伴家人、好好生活。”张书雁决定
停掉工作、关闭公司，开启人生的“间隔
年”，带着家人旅游、散心，接近大自然，
却没想到，他从此与民艺结缘。

和民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丽
水松阳沿坑岭头村，这里海拔700米，曾

被称为“一个行将消失的古村”。张书雁
一家在村里闲逛时，看到村户家门口晒满
柿子，满眼望去都是丰收的颜色，村民们
却告诉他，柿子销售困难，老人们辛苦制
作15天的柿子干，挑担走上半日去县城，
每斤却只能卖 6 元。该村还面临着拆
迁，当地制作柿子干的技艺可能失传。

“能不能给乡村手艺人做些事情。”
张书雁感叹，于是他和当地朋友商量着拍
摄纪录片，把乡村古柿记忆留下来，让老人
晒制柿子干，设计包装给村民带货，还取名

“善果”，寓意吉祥如意。经过挑选的柿子
干，一箱箱被运往遂昌加工，用草木纸材料
包装成盒，通过网络销售每斤价格最高达
到78元，没想到，不到25天，1万斤柿子干
全部售空，村民的收入翻了好几倍。

看到村民的一张张笑脸，张书雁很是
感动，“将乡村产业带入城市”的念头，在他
心底发芽。“城里来的创意团队就是不一
样，传统手艺经过产品再造，被更多人看
见了，这很难得！”遂昌当地人欣喜地说。

在随后寻访自然中，遂昌长粽的成
功，也让张书雁更加确定拯救民间手艺
的价值和意义。每年端午，遂昌当地各
村家家户户制作长粽，12 米、30 米⋯⋯
最长 70 米，当地送长辈长粽，象征家人
长寿，各村还在暗自“比拼”技艺。

在保留这份传统手艺的基础上，何
不把这份有意义的礼物，传递给更多
人？张书雁于是找到当地企业合作。他
的团队将长粽制作环节一一拆解，制定
统一的生产标准后，分配给不同企业加
工。遂昌长粽得以在标准化车间量产。
如今，端午时节，遂昌不少村民通过制作
长粽，一个月可以获得上万元的收入。

寻找自然恩赐的食物，再造民间艺
术的价值，2015 年，张书雁创办了浙江
自然造物文化创意公司，这次创业，他抱
着更多情怀，“希望用设计的力量，让民
间艺术有新活法。再现民间艺术，再造
民艺作品，让民间文化再生新价值。让
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越“国”才越潮
民间艺术有了新活法

在大家的观念里，非遗一般要不在
博物馆里，要不就陈列在各大展厅里。

但走进余杭瓶窑老街张书雁打造的“自
然造物会客厅”，你会惊讶地发现，各地
非遗好像在这里鲜活了起来。

有千年历史的民间手艺被制作成伴
手礼，河北蔚县剪纸、河南浚县布老虎、
北京绒花、浙江余杭油纸伞、湖北云梦县
皮影⋯⋯保留传统民艺的同时，张书雁
正在通过“新国潮”的方式，开发出更为
市场接受的民艺产品。

“越‘国’的，才越潮。”他说着展示一
个皮影玩具，一份礼盒材料包。开盖后，
将幕布沿着盒型的拐角一卡，礼盒就成
了戏台；将工具包里的小零件取出，完成
人偶组装，在边侧凹槽中，打开手机灯，
一出好戏就开始了。“过去我们只在古戏
台看着民间艺人吹拉弹唱表演的皮影
戏，如今在家里就能赏玩，非遗就这样走
进了平民百姓家中。”

张书雁给这组伴手礼取名“新国玩”
系列，还有手作中国风筝、纸翻花、纸花
灯、香囊、团扇等。他的团队与各地乡村
手艺人合作，给国潮玩具增添许多非遗元
素，包括在包装上印上木刻版画、采取传
统剪纸工艺等，独具东方文化和审美价
值。山东潍坊王家庄风筝制作技艺传承
人王兴盛欣喜地说：“和创意团队合作，经
常蹦出新想法，民间艺术有了新活法！”

多年来，张书雁团队走遍全国1000
多个村落，走过 60 万公里，记录制作了
300 多部纪录片，和全国各地 6000 多个
民间艺人保持合作，开展民间手艺再造
项目。自然造物品牌线上年营业额已经
超千万元，每一件“新国潮”玩具的销售
都会牵动某一个或者几个乡村发展。

“需要为民艺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若
仅仅只是记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
停留在乡村的民间艺术，要找到它、开发
它，中间的创新转化至关重要。”张书雁觉
得，复制“乡村会客厅”，也许是个出口。所
以他马不停蹄回到了苍南，希望让民艺再
生形成一条产业链，形成经验后在全国各
地推广。张书雁期
待，民艺繁荣带动
城市文旅发展，不
是烟花而是长虹。

“毕竟这是我们中
国民间文化不该被
遗忘的瑰宝。”

号召文旅大咖回家乡点亮老手艺，苍南人张书雁——

让传统民艺融入当下生活
本报记者 王艳琼 甘凌峰

张书雁在设计柿子干
“善果”礼盒。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张书雁在余杭瓶窑老街打造自然造物民艺研究中心。

谢怿雪（右）向客人介绍徐岙底。

谢 怿 雪 在 徐谢 怿 雪 在 徐
岙底享受闲适的岙底享受闲适的
乡村生活乡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