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FE
W

EE
K

LY

03

热
爱

1749 / P2

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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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素平

我觉得就是要让你的人生能够在自己的
掌控之内。方向比节奏更重要，只要我的大
方向是对的，那么一切都是好的，慢慢自然
会水到渠成。

工作室改造记

大学刚毕业时，周仁华也曾在南京市区的一家外企

做过平面设计，试用期已过，正准备正式签合同时，她却痛

下决断，递了辞职信。她并不想委曲求全，勉强自己随波逐

流，她想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要知道，父母多么希望她

能在这样一家待遇好、工作轻松又体面的外企扎下根来，可

是周仁华却不想受到束缚，她想过更自在的生活。

辞职后，她四处物色村落里的房子，准备开一家摄影

工作室。这座乡间的老房子不算大，80多平米，有前厅，带院

子，就像她小时候在扬州居住时多见的古宅子，最好还能有

一个园林。周仁华甚是喜爱，就想一手一脚将其改造成想象

中的模样。

穿着打扮即暴露个性，周仁华天生不喜欢被束缚，她更

偏爱宽松随性、面料舒适的中式服饰。原来这位扬州古典美

女的气质绝非偶然，她生来就热爱复古生活。在乡间的生活

平静而美好，除了工作之外，她还会用节气记录生活心情。

她的工作室命名为桦也，借周仁华名字中的“华”与木搭

配，她是喜木之人。别看是一介弱女子，工作室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都经过了她亲自的改造加工。现在空间里的大部分

摆件都是从村子里捡来的，毕竟刚毕业没多久，本身没什么积

蓄，而痛下这个职场选择，她又不想伸手问家里要钱，就想完

成“仙女”。别看表面日子悠闲，其实，在工作状态里，她可

是一个真正的“拼命三郎”。灵感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拍

摄修图，一搞就是深更半夜。有时为了去上海杭州接项

目，从村子里出发，路途遥远，辗转六七个小时，她却从来没

有“柔弱女子”的娇气，都是一个人搞定。

3年前刚来周冲村那会儿，这里还很原始。渐渐地，村

子里聚集了一些文艺青年，有像周仁华这样的摄影工作

室，还有陶器工作室、铁艺工作室、教古琴的、画画的、写书

法的……来到这个村子的艺术青年们，全部是“自来水”，自

发地来到这个村子，逐渐让它有了艺术村落的气质。更有

意思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都是喜欢中国传统

文化和审美情趣的艺术青年。也许是“陶渊明”式的田园之

境将他们吸引而来，自然而然汇集了一群有趣的人。做陶的

张小哥，就在仁华工作室的隔壁，没事不用电话，吆喝两嗓

子，就能在前院听到后院的声音。桦也工作室里的很多器皿

就出自张小哥之手，大家你来我往的，用自己的作品物物交

换，好不快活。

Q：辞职时，你说自己有一个更大的梦想，现在它实现

了吗？

A：当时，我的目标就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这个工作室需要一个先决条件，一定要有一个
院子，闲来无事，可以插插花，种种菜，实现自给自足的快乐生
活。我说的这个梦想，并不是不求上进、安于现状。我是希望能
够有一个相对舒适自由的环境，让自己能够快乐工作。如果总
是违心地被强迫做这做那，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Q：这个短期目标实现之后，又有新的愿景吗？

A：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的美学进修。接下来，我
想把这个空间做得更好一些。前两年，我做的事情是一直向
外探索，不断地往里吸收，再吸收。现在有一点点沉淀了，接
下来，我希望能与他人分享。比如，做一个半私密的沙龙，参
加沙龙的人，都是朋友圈子自建的社交圈，我不太希望是完全
的陌生人，我不太会跟陌生人打交道。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把
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的生活方式与他人分享，让更多人感知
生活的美好。

Q：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上，开始愿意跟别人分享了？

A：一些美妙的经验，如果能让别人也产生共鸣，我觉得
是非常不错的经验。更远一点的目标是，我可能还需要一个
更大的空间，目前这个空间接纳10个人就非常拥挤了。时机成
熟后，我想建一个更大的摄影空间，有一个独立的摄影棚，在
专业配备上更进一步。

Q：离开这里，会不会觉得可惜，毕竟是自己亲手搭建

的地方？

A：我其实特别享受改造的乐趣。生命的乐趣就在于折

腾。现在的地方我不会遗弃它，未来会作为我生活起居的地
方。那个更大一点的对外空间，就专门用来工作、摄影和举办
活动。

Q：心态上有没有经历过动荡期？

A：我特别害怕一成不变的生活，以前心态上也有过动
荡。所以，也有过冲动，想要到处流浪似的寻找。现在，情绪
上可能依然会有反复，但是我只能说我已经越来越笃定了，不
能说百分之百确定的那种稳定，但至少会越来越好。在我看
来，方向比节奏更重要，只要我的大方向是对的，那么一切都
是好的，慢慢自然会水到渠成。

Q：你会担忧或者焦虑吗？

A：我感觉身边很多相识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点心理
问题。我觉得大家有点可怜。不能说我完全不焦虑，但是很多
时候我都是抽离的状态，可能是我主动划分的状态，这有点
像我现在所处的状况，可以来去自如：需要到城里办事或者工
作，我就进去；回到村里我自己的地盘，人一下子松了，完全没
有紧张和焦躁。我觉得就是要让你的人生能够在自己的掌控
之内。如果我连自己都不能掌控，就会觉得被掐住了脖子。

宛如从画中走出来的九零后姑娘周仁

华，同样有着像是从古代复制而来的喜好。她

是一个摄影师，擅长拍摄静物和人像，三年

前搬到乡下工作生活，决定与自己喜爱的一切

在一起。如今，她把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开在了

恬静美好的周冲村。引山间小径上山，曲径通

幽，正值春暖花开，漫山遍野都是桃花，好一

个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而她过着的生活，就像当年决定辞职时

和大boss直言不讳的那样：说自己其实有一

个更大的梦想，建造一个自己的乌托邦，在这

里规则由她自己制定，保持独立的思想，尽量

不受外界打扰。这个乌托邦，听起来口气有点

大，但确实是她遵从内心最淡定的选择：这个

小空间全权由自己设计打理，给自己创建一个

舒服的工作环境，却又不凌驾于其他人，不会

影响别人，难道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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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摄影之外，平时工作之余，她喜欢弹奏古琴、研习

插花和茶道。她的插花全无章法流派可言，她给自己的插花

取名“自然野趣流”，因为完全秉承自己的喜好，取自自然界

最天然的花草，以自己的审美让花草生发出创意，呈现自然

的线条和万物草长莺飞的蓬勃。在她的字典里，东方的静肃

之美，不再华丽绚烂，只在恰到好处，内敛安静。

院子里有一小片田地，周仁华自己耕田自给自足，有豇

豆、南瓜，还有绿叶蔬菜，在这里完全不愁吃，就算只有豇

豆，她都能折腾出一个豇豆全宴来。

这个工作室虽然离南京市区挺远，但是朋友们得知这

块“风水宝地”之后，都很喜欢，没事就跑来转悠。朋友们

和她一样随性，鲜少提前打招呼，兴致上来了就直接奔来

了，根本不管是否主人不在，扑了个空。

朋友们眼中，周仁华是一个遗世的“小仙女”，在自己营

造的小天地里过着“神仙”般的快活日子。她总不屑被人叫

全依靠自己。于是，前前后后三个多月时间，改建工期时而延

误，没钱了就先去拍照赚钱，然后再一点点添置家当。

工作室的软件、硬件设施几乎都是她亲力亲为。其中

一间房，被她改造成上下两层的跃层套间。在这里，大到

刷墙这种粗活，小到任何一个小摆件、一个花器的添置，都

经过她的一番设计。捡来的沙发、桌子、旧木板一个也不放

过。她从不嫌弃旧物，带着朋友时而去村子里“扫荡”，她觉

得能把别人遗弃的废物，通过双手改造，为我所用，不失为

人生一大乐事。也许，真的是心灵手巧，捡来的旧物，经过她

的改造，反而平添了一种文艺气息。

这个古典美 人，最 爱竹子，于是 她 就扛着一 把大砍

刀，去山林里砍竹子。用竹子做器物，用干枯的竹叶装点房

间，自有一种“曾经沧海”的意境。

搬到这个村落之前，其实周仁华守着一个更大的园

子，占地一百多亩，园子里头就有一座山。那里的院墙像城

墙一样高大，紧紧锁住一院的幽静。前有荷花池，后有芦苇

荡，荷花池里永远有吃不完的好东西，用鱼笼抓黑鱼，做水

煮鱼片，最爱吃的莲藕，捞上来水里一汆，加一点点盐就有

甜丝丝的香气。可是园子太大，和同伴巡山时，偶尔看到野

猪的印子，母亲总是担心一个女孩子家老是待在那么大一

个园子里，实在不安全。后来，在周冲村发现了这个宅子，索

性就换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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