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参与、平等协作……

梦里老家访谈 ③

梁老师和施工队讨论施工方案。

梁军
梁军和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在周山村深耕近20年，从性别
视角切入，以开展社区教育、推动社区发展为主要方法，致力
于村内的文化建设和“人的建设”。

项目合作伙伴

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                

这个村的建筑
留住了记忆，
也凝聚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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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涌现了许多特色小镇和

村落，乡村旅游也日益受到人们青

睐。但遗憾的是，不少地方忽略了对本土

文化和传统的传承，大拆大建后丢失了当

地的人情味，新建的人造景观千篇一律，

不免让人陷入审美疲劳。

而对于村庄来说，如果没有了世代居住于

此的村民，如果村民失去了对故土的共同

记忆和热爱，那么当地的文化将无法得以

延续，村庄也会慢慢失去活力，这片土地

的“魂”也就散了……

梁老师团队、村民和建筑师考察废弃的窑洞

Q1. 您和团队在周山村做了十几年的
教育工作，比如推动性别平等、为老
年人开办学堂等，为什么会想到要修
复当地的窑洞呢？第一次接触建筑，
从何入手呢？ 

关于社区教育工作，我们团队在村里做了很

多尝试，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通过工

作坊、民众戏剧等形式倡导性别平等、开设

老年学堂促进积极的老龄生活、和村民共同

修订村规民约……我们还协助村民成立了妇

女手工艺协会、老年人协会等村民组织，社

区里很多活动都上了轨道。但是，我们觉得

事情还没完，似乎应该和村民一起，为这个

村子探索更明确的发展方向。

当时各地都在开展农村建设，一些基础建设

的确提升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但有的“建设”

却具有破坏性，盲目地毁掉或摒弃了蕴含当

地文化、承载着村民集体记忆的传统建筑。

我们抱着保护当地文化的初衷，开始发动老

年人写村史，而在这个过程中，偶然发现

了村子的旧窑洞。虽然窑洞外杂草丛生，但

内部保留得很好，如果任其荒废坍塌实在可

2002年，由几位退休教师和妇女干部组

成的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简称：梁军

团队）来到位于河南登封市大冶镇的周山

村，开展“以人为本”的社区教育工作。在

过去近20年里，从性别教育、协助村民

成立社区组织，到修改村规民约、开展积

极老龄化实践，再到发动村民参与修复当

地的传统建筑——窑洞，村民建设家乡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逐渐调动起

来，对家乡的感情也一点一滴地融入到修

复“梦里老家”窑洞群的建设之中。

“一些基础建设的确提升了村民的
生活水平，但有的‘建设’却具有破
坏性，盲目地毁掉或摒弃了蕴含当
地文化、承载着村民集体记忆的传
统建筑。”

从对建筑知之甚少，到成为建筑师和村民

间的桥梁，我们和梁军老师聊了聊她理解

的乡村建筑，以及如何发动村民建设家乡

的故事。

惜。所以，我们就想发动村民一起修复窑

洞，借此留住人们对家乡的记忆。

幸而得到香港理工大学古学斌老师的支持，

他邀请“在地计划”团队的郭子怡老师负责建

筑设计工作，我们才正式开始了“梦里老家”

一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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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埋在土堆里的磨盘和瓦片。

2-3. 村民组织活动，号召大家捐献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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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村民捐建材和变废为宝的建造理
念，让“梦里老家”有别于其他推倒
重来的建设。最初如何产生这个想法
的？ 

我们走访村庄时，经常看见路边堆着无人

问津的瓦片、砖头、旧门窗……一方面从

环保角度，感觉弃之可惜；另一方面也

想让村民对工程产生归属感，所以就和大

家沟通，能不能采用旧物利用的方式来

做建设。

公平性，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不少村民都

想为“梦里老家”做贡献，但我们马上想到

不能提倡大家捐款，因为这样会让经济条

件欠佳的家庭产生压力，而我们要照顾到

绝大多数村民的奉献精神。

所以，大家共同制定了捐物、不捐款的原

则，而捐物也是捐闲置或能重新利用的物

品。我们希望村民通过捐旧物，重新发现

村里平时被忽略、但还有价值的东西，也

增强人人都在贡献力量的参与感，把“梦

里老家”当作村里自己的建筑。

Q3. 从一期到二期，是如何发动村民
捐物的？

我们在一期动工时开了动员大会，大家积

极性非常高。周山村的村民组织“常青互

助会”开着车，敲锣打鼓地在村里收集废

料。当时下着小雨，但村民一听到鼓声就

出来把旧建材往车里搬。

一期完工后，村民看到自家的旧砖瓦、旧

门框竟然被重新利用，变成了“建筑艺术

品”，便越来越认同“变废为宝”的理念。

到二期工程时，我们不再动员，都是施工

队和村民主动发现和搜集废料。我们没想

到施工队如此有创意，把坏掉的电饭煲、

电风扇、锅碗瓢盆都“放”到了墙上。

此外，我们也想借此向村民传递环保建设

和生态建筑的理念。乡建并不只有推倒重

来的方式，合理利用有当地特色，和村民

有结合，这样的建筑才能扎根本土，才

有温度。

“我们希望村民通过捐旧物，重新
发现村里平时被忽略、但还有价
值的东西，也增强人人都在贡献
力量的参与感，把‘梦里老家’当
作村里自己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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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您曾提到，这面混搭了不同旧物
的“生态墙”是村里施工队的创意之
作。这群师傅脑洞很大，有时还会和
建筑师“叫板”。能介绍一下这支不一
样的施工队吗？

在建筑师郭子怡设计的基础上，施工师傅

为“生态墙”贡献了新的想法。这个施工队基

本都是本村人，我们希望师傅们不只是“在

工地上干活的一群人”，而希望他／她们在

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村民组织。

很多工匠年轻时都外出打工，五六十岁上了

年纪后留在城里机会变少，也很辛苦。但他

们还有一身手艺，也非常能干，如果回到村

庄后继续做工，既能维持生计，也能对社区

有所贡献。

通过建设“梦里老家”，希望师傅能够发现，

家乡也需要他们，在外面干不动了，回到村

里依然有用武之地。

Q5. 如何激发施工师傅建设家乡的热
情呢？

所有施工方案都提前讨论，最重要的是，

自始至终尊重师傅的意见，让他们体会

到自己不是在“给人打工”，而是在“参

与创造”。

开工前，我们会多次开会讨论，充分听取

大家的想法。比如最初规划“生态墙”时，

只是用大块的水泥废料砌起一面墙，但村

民觉得太单调，也给人压迫感，讨论了很

久也没有定论。后来，领工师傅建议把这

面墙作为“废料展示墙”，既能体现工程的

环保理念，整面墙也活泼很多，这个建议

立马得到了大家同意。

因为疫情，设计团队的郭子怡老师没法到

现场指导，但他发来了很多图片做参考。

我们团队也找了很多参考图，做成PPT和

施工队一起商量怎么实施。在垒砌过程

中，师傅们也兴之所至地发挥了很多创

意。现在，如果有人来村里参观，施工队

长会很开心地担任导览员，介绍一砖一瓦

背后的故事。 1. 施工队利用废料和旧物垒砌生态墙。

2. 施工队领工弋荣亮向来访者介绍梦里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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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师傅们不只是‘在工地上
干活的一群人’，而希望他／她们在
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村
民组织。”

“所有施工方案都提前讨论，最重
要的是，自始至终尊重师傅的意
见，让他们体会到自己不是在‘给
人打工’，而是在‘参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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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和村民或师傅沟通时，如果遇到
意见不同的情况，会怎么处理呢？

无论什么问题，拿出来一起讨论，倾听每

个人的看法。我们认为，开放、平等和尊

重是最重要的原则。只要把道理说通了，

大家是乐于接受的，有时候村民还会带

来惊喜。

比如二期工地本来长着几棵树，为了融入

生态和谐的理念，我们希望在屋顶留出圆

孔“给树让路”。和施工队沟通前，以为他

们会说这个方案难度太高，没法弄，因为

以往遇到类似情况，都是先伐树、再建

屋。于是我和郭老师找了很多国内外案例

的图，开会时边讲解怎么能让树从房子里

长出来，边放图片给大家看。

没想到，大家都听得很认真，最后还一致

觉得“给树让路”是非常棒的设计，于是这

个方案立刻就通过了。所以，准备好资

料，耐心地向村民说明情况，村民们是会

感受到这份用心的，也会以平等尊重的态

度回应。

1-2. 村民们在屋顶留出孔洞“给树让路”。

3. 建筑师郭子怡向村民介绍设计方案。

Q7. 设计团队的郭子怡老师曾介绍您
和团队是工程协调方，也是他和村民
沟通的桥梁。您和团队早已和村民打
成一片，但建筑师初来乍到，当您或
村民对方案产生疑问或不满时，如何
进行协调呢？

还是那个原则：开放、平等和尊重。非常

幸运的是，这个项目遇到了同样持开放态

度的郭老师和他的团队。作为一个专业的

建筑师，当他的设计不被村民看好时，他

能坦然地接受，和村民一起商量着修改，

同时也留出足够的空间让村民发挥。

比如铺地的时候，郭老师准备了很多图案

让村民选择，结果大家提出了五花八门的

新想法，最终铺出来的图案他欣然接受，

并且觉得很有在地特色。

有时候，我也会直接对不太合理的地方提

出建议。乡村建筑毕竟和在城市里做设计

不一样，村民也有自己长久以来的审美习

1 2

3

“无论什么问题，拿出来一起讨
论，倾听每个人的看法。我们认
为，开放、平等和尊重是最重要的
原则。只要把道理说通了，大家是
乐于接受的，有时候村民还会带来
惊喜。”

“我们不能只注重美观，比较生硬
地去追求‘不一样的建筑’，这对村
民来说是不实用的，在村里做建
筑的意义也变味了。

尊重对方，坦诚地去沟通，无论
是和村民，还是不同参与方打交
道时，我觉得都是行得通的。”

惯，或更注重功能性。我们不能只注重美

观，比较生硬地去追求“不一样的建筑”，

这对村民来说是不实用的，在村里做建筑

的意义也变味了。

尊重对方，坦诚地去沟通，无论是和村

民，还是不同参与方打交道时，我觉得都

是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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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您曾提到，过去在周山村开展的
教育或培训活动都是“参与式”的，现
在“梦里老家”工程也采用的“参与式
建造”。那么，您如何理解“参与式”
呢？

首先，无论利益相关方是谁，彼此都是平

等的，也应相互尊重。比如以前我们开发

妇女手工艺、修订村规民约等，都强调村

民参与，这是一个对话的过程，而不是谁

命令谁的方式。现在施工时，我们不仅会

和领工、建筑师聊，如果其他师傅或村民

愿意提建议，大家都会尊重对方的意见，

然后再讨论是否合理，可否采纳。

其次，我很赞同“互为主体”的说法。对于

每一件事情，不是村民一定得听我们的，

我们也不会完全跟着他们的思路走。既要

培养村民的主体性，也要发挥我们的主体

性。总之，道理越辩越明，多听各方的想

法，才能找到适合大家的“最大公约数”。

Q9. 在和各方交流时，有没有具体的
方法和技巧促进有效沟通呢？

在村里遇到的事情是多样而复杂的，没有

一套所谓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有核心原

则——营造平等、尊重的氛围，有足够的

耐心和时间去了解每个参与者，逐渐就能

发现用什么样的表述，方便对方接受。

Q10. 如何在村里营造平等沟通的氛
围呢？

现在周山村民勇于表达，也乐于参与社区活

动，可能还是源自我们十几年在村里开展的

不同教育工作，特别是我们花了7年的时间

和村民一起修订村规民约。重点不在于修改

了什么条文，而是修订的过程。

我们和村民一条一条地讨论、修订和确认，

大家在这个过程里感觉自己的意见是有人听

的，是被尊重的，就会愿意参与进来。正因

为这种“真实的参与”，在落实阶段如果出现

争执，大家就会想起来这些条款都是协商制

定出来的，自己怎能随意推翻呢。

耐心和时间都很重要。村里一共修订了三次

村规民约，可能隔了3年，有的内容才会进

步和合理一点点，但我们尊重村民的步伐，

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协商，让村民有时间消

化和学习。最终，大家通过了一版更合理

的、体现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得到了有关

国家领导人的肯定。

比如有时候，我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观点，

有时会以开玩笑的方式告诉对方，即便是

严肃地指出对方的问题后，也会加以鼓

励。通过参与式的协作，重要的是每个群

体都有所成长。

1. 村民在商量梦里老家的发展。

2. 梁军团队和村民共同规划梦里老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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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越辩越明，多听各方的想
法，才能找到适合大家的‘最大公
约数’。”

“营造平等、尊重的氛围，有足够
的耐心和时间去了解每个参与者，
逐渐就能发现用什么样的表述，方
便对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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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扎根周山村快20年，您和团队
从性别平等、积极老龄化等方面入手
做了很多教育工作，但接触建筑施工
还是头一次。建筑是乡村建设的一部
分，您怎么理解乡村建筑呢？

的确，我们一直在做软性的教育工作，建

筑这种硬件建设从来没有尝试过。

但建设“梦里老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建筑”可以成为一个平台：修复窑洞能留

住即将消失的共同记忆；发动村民参与到

建设过程，能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激发

建设家乡的内生动力。

我们想避免“大拆大建”——盲目地毁掉村

庄的原有风貌，一味追求城市风格或统一

性——这样毁掉的不仅是实体建筑，也让

人心散了。尊重每个村的独特风貌，以村

民为主体，用现代技术去改良和更新，或

许才是在真正帮助乡村发展。

我们希望，村民不是在“给人打工”，而

是“建设家乡”。最重要的，或许不是让人

耳目一新的新建筑，而是留下了村民的集

体记忆，以及宝贵的建设过程：拉近和村

民的距离、凝聚人心共同发展。无论是村

民、社会工作者、建筑师，还是其他相关

方，都能有所学习，更了解对方，也更加

彼此尊重。

梦里老家一、二期工程鸟瞰图。

“我们想避免‘大拆大建’——盲目
地毁掉村庄的原有风貌，一味追
求城市风格或统一性——这样毁
掉的不仅是实体建筑，也让人心
散了。尊重每个村的独特风貌，
以村民为主体，用现代技术去改
良和更新，或许才是在真正帮助
乡村发展。

最重要的，或许不是让人耳目一
新的新建筑，而是留下了村民的
集体记忆，以及宝贵的建设过
程：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凝聚人
心共同发展。”



陈张敏聪夫人慈善基金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漆咸道南39号铁路大厦19楼

电邮：info@ccmccf.org.hk     电话：+852 2756 0828

传真：+852 2753 8434     网站：www.ccmccf.org.hk

聚贤筑梦 明善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