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阳地区乡建的定位，团队还帮助乡政府规划了一条摄影

主题线路，这是一条互动旅行线路，以步行、车行两条分支

为线索。

在乡村的古道上，他们与中国美院合办了一次设计类的

竞赛。从竞赛中脱颖而出的设计，变身为很多摄影盒子，放

置在西坑村的示范点上。这些摄影盒子带有科技元素，比方

说可以上传个人照片，或者下载今天的天气情况，了解当地

风土人情等等。通过场景化再现，进行数据采集和在线销

售，强化游客在当地的旅游体验。例如，游客模拟采茶的过

程，就可以拍一段视频，通过互动，有积分，有进度，也会有

奖励。而采茶这个互动环节和松阳县整个大的茶叶产业也

存在关联……

“我们邀请了一些杭州的互联网公司参与设计，这些

互动的小模块，最 后都会嫁接到整个松阳旅游的大平台

上。而西坑村只是一个切入点，还可以发展扩大到松阳县

不同的村落，以点带面，当几个村落的点串联成一整条文创

线路，那么它的娱乐性和体验感会更强。”而这些设想将丰

富民宿的消费体验。人们来到民宿后，难道只局限于空间内

部，只要发发呆就好吗？当然不是。这就需要注入更多的内

容架构，让人们长时间聚集于此。

Q：5个合伙人是如何聚集起来的？

A：这应该就是一个趋势，到了三十来岁成家立业的年纪，都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耕耘了十几年了，慢慢也厌倦了公
司的规则，想真正为自己做点儿事，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事。而你会发现，周围同年龄层的朋友们想法不谋而合。起先，我
们团队只有两个人全职参与，到后面伙伴们纷纷跳了出来，没有全情投入的姿态怎能把事情做好？

Q：你觉得开民宿以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A：出来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接触了不同圈层的人，真正产生人与人的交流，这种体验是无法被取代的。

Q：目前松阳一带民宿村落发展的状态怎样？

A：据我对松阳一些民宿业主的了解，松阳民宿的体量还达不到莫干山的规模，从精致度而言各有千秋。这个圈子
里的很多人，原本都扎根在其他行业，半路转做民宿，有情怀，也会把自己原本的知识架构和擅长领域与民宿做相应嫁
接。于是，大家想方设法地通过自己的平台进行思路发散，做文创植入。而当地政府和大环境都在鼓励和扶持乡建和
文创升级。例如扎染就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手工艺，一些文创集市也会入驻村落，松阳还是全国著名的摄影基地，又是龙
井茶的重要产地，这些当地特色产品和手工艺，最终都可以进行文创产品的概念升级，赋予深入的文化内涵，这也是一
种很好的方式，通过文化引领乡村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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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不云游

“人们把千年古县松阳，称作最后的江南秘境，而西坑

村口的那条路，就是当初连接外界和秘境的要道。出入松阳

需跋山涉水，翻越盆地的壁垒。因为破败和落后，出去闯荡

的人对高山云雾没有丁点眷恋，眼里只有远方和外头精彩

的世界。而我们这些外乡人，倒开始像陶渊明故事中的刘子

骥，欣然规往。”

云端觅境其中一个合伙人周璐如此写道：“最近一次

哭是因为听《归乡》，当青春激情的涌浪褪去，那种属于老年

人的惆怅、落寞与思忆，呼之欲出。最重要的是，走了好几十

年，现在想起的是童年走过的那条路，细数的是乡镇中每个

细微的角落。我常常在想，做民宿为了什么？乡村复兴和古

村民宿这种事，只为了捞钱的人已经不那么容易捞了。这应

该是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躺在这种热爱里面的人，该干的

事儿。”

坚持干这事儿的是一群来自杭州的年轻设计师。他们在

数幢已经坍塌的土房废墟上，修建了新的奇幻空间——云端

觅境。将散落在地的黄土重新利用，使用现代技术夯制，并加

入松阳特有的端午茶草药重新配制，成就了如今外立面依旧

古朴，内里极具设计感、穿越感的建筑群落。

隐匿山顶的神秘古村落，因为常年云海栖居而宛若人

间仙境。云端觅境就在西坑村的最深处，挨着山崖，面朝峡

谷。作为一间有梦想和担当的民宿，它满足了旅人享乐的

心，还取悦着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尊重在地性，尽量保

持山坳里古老的建筑形态和世代传承的古朴生活，而设计

理念又极具现代气质和文艺质感。

依山而建的三个院落隐藏着14间高低错落的房间。室内

空间简约，具有现代质感，门外的山川、树木、云海，成为房间

内的布景。设计师出身的几个小伙伴，在空间营造上极具慧

高山云雾间，陌上不远游
【文/冷梅  图/受访者提供】

范儿村计划

云端觅境成为老白和伙伴们接触乡村的窗口，让他们

更加了解乡村，也能用更好的方式去打开乡村。

模板经过一年多的打磨，越发完善，村落的架构正在兑

现中国乡村新美学的愿景。他们在古老的村庄里举办小型

的生活方式达人分享会，不定期还有各种沙龙聚会。除了成

为乡村与城市的连接点，还希望以民宿为落脚点进行内容输

出。老白说:“我们不是单纯想做民宿，也不希望单纯去多点

位复制民宿，而是希望依托品牌的架构，植入丰富内容，搭

建一个新的民宿生态圈。”

范儿村计划，则是未来愿景落地的开始，它并不局限于

一地。届时将会在村落里兴建小剧场，以山水为背景，来做

舞台的整体设计，让观众通过剧场随时参与山水、人与艺术

的互动关系。这也将是下一步团队在莫干山民宿村落破题

的重要一课。

老白说，这是一个新的民宿生态集群，构建乡村的理想

模型，会有一些基本要素。可能它具有十个选项，分为不同

层级，但并不是说，所有选项均满足了，才是一个完整的生

态链。可能它有3个层级，5个基本要素，就已经构成了一条

生态链。它可能由一二三四五构成，也可能由五六七八九构

成，相应的选项会因地制宜出现于不同的乡村。他们希望每

一个范儿村，都能有自己的特色，具有不同的生态。因为不

同的地域属性，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产业

属性。

农创新DEMO

“最开始都没有什么成熟的架构和理念，只是怀着满

腔热血和情怀，一门心思地想做好一个民宿。理念常常需要

经历一场头脑蝶变，过程是痛苦的，很多好的创意，也是反

复推演倒逼出来的。”云端觅境是其思想落地的DEMO，反

而成为平台，嫁接了以往想也不敢想象的资源。接待政府参

观，是常有的事，有时省长、部长驾到，也会和老白闲聊，好

奇他们的理念如何落地，一起探讨民宿生态发展的可行

性，甚至各种村落设计规划的新业务也都不请自来。

以西坑村为例，从游客中心开始，有老照片博物馆、文

创市集，村头引进了气象博物馆。老照片博物馆，以松阳的

在地文化为载体，一直以来它就是摄影主题基地，恰恰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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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体现了无处不在的小匠心：一条细长的长方形窗格将

室外的山际线收入视线；而池边的绿植和多肉，穿过墙壁

在打通进来的玻璃箱子里留驻，宛然成了室内盆景。

中国乡村新美学

5个合伙人，4个是杭州的设计圈内人士，有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城市规划，也有园林设计，最后加入团队的周璐

是媒体人。大家各司其职，打造着他们的理想国。

合伙人之一的老白，大家都管他叫“松漂”一族，平时在

松阳负责民宿的运营和打理，只有周末才回杭州“探亲”。

西坑村里1/3的村庄已经被这个团队整体租用，今后还

会开发成单体别墅、文创集市等村落综合体。单体民宿的天

花板显而易见，从建立之初，几个小伙伴就对此有共识。他

们也在慢慢寻找和拓宽民宿模式的商业路径。老白说：“民

宿作为我们的落脚点，把利益分享给当地村民，而我们来搭

建平台，注入内容，再去架构一个新的民宿生态圈。”

无一例外，小伙伴们每周在杭州召开例会，共商“觅

境”大计。大家对这个平台的定义是中国乡村新美学综合服

务商，功能模块包括乡村空间营造、乡村文化推广、乡村产业

经营、乡村旅游投资以及乡村农品开发。

小伙伴们还专程对“新美学”这三个字做过讨论。新美

学首先是关于空间上的美学；其次是一种新的乡村生态，或

者说有新的产业进来，从而形成新的生态结构。在老白看

来，乡村复兴的关键点还是观念的复兴，要让参与环节的

所有人先建立起美学观念，在新观念之下，很多事情才能推

进。如今，也就一两年的时间，乡村新美学正在渗透整个村

落。在西坑村上游的陈家铺，先锋书店已经入驻。越来越多的

城市文创品牌、书店都在探向乡村的腹地。

“我们为什么搞乡村建设？我们搞什么样子的乡建？这

个圈子里有很多玩农业、玩民宿+概念的人，而我们要走的

路，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容植入。我们希望以民宿为切

口，搭建一个孵化文创、农创和艺创的平台，带动在地文化

和乡村旅游文创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