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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大理尋
棲蒼山腳下「創造」快樂

風光秀美、空氣清新的蒼山腳下一座靜謐小院，是男主人葉顧明與女主
人段菲菲棲居大理的家，也是他們經營的一所民宿。院中一棵樹齡逾

60年的李樹，但他們並不覺得擁有它，每年僅半月的花期，卻讓他們收穫
到它的美麗。這或許是這對港青當下生活邏輯的寫照。

夫妻攜手 改造舊院
在大城市一路長大，從小被灌輸了強烈的城市生活邏輯：賺錢－消費－
擁有，葉顧明與段菲菲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模式。2013年，他們決定
由香港移居大理，經營客棧一年後，棲居大理的這對港青開始「創造」屬
於自己的生活：租下蒼山腳下的一座老院子，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造。他們
認為這是體驗鄉村生活的開始，也是自己動手「創造」的第一步。
因為不是設計師，沒有任何建築或設計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他們只能從

梳理自己的審美和想法開始，透過簡單的草圖和施工現場的溝通來施工。
在與工人們相處的半年中，他們通常在工地一待就是一整天，從完全的建
築白癡到可以自己動手壘磚砌牆，將自己的想法漸漸呈現。
即使這塊地只是租下而非買下，即使細節仍有缺憾，並不能與城裡的精
裝修房相比，但他們「很享受這個過程」。回憶當時改造老院子的情形，
葉顧明意猶未盡：「比起辛辛苦苦掙錢數十年後買一套裝修好的商品房，
我們更願意在生命感知力最繁盛的年華，親自創造一個家。」

經營民宿 感受生活
改造後的院子除了是自己的家外，他們也將其開放為民宿，並依「現在

身處之所」之意取名為「現所」，希望客人都能享受和感知當下靜謐、悠
閒的時光，不去思前顧後。
記者在村裡不知走了多少圈、問了多少人，好不容易在幽深的小巷中找

到門口，段菲菲告訴記者，有意做得私密些，是希望享受靜謐與悠閒。
在葉顧明帶領下巡視「當下所處之所」，記者明顯感到了與大理諸多客

棧的不同。佔地400多平米的空間，原先的老房子僅改造成3間客房，大部
分則做成了公共空間：兩塊草坪、兩間茶室和一間開放廚房；院中的李
樹，也被搭建了木製平台精心保護起來。
相比客棧，夫妻倆經營的民宿價格稍貴、只接受網上預訂，入住的客人

通常與自己有着相似的生活理念，往往成為朋友。客人坐在設於玻璃房的
茶室中，可以邊喝茶邊聽夫妻倆講述他們的大理時光。在與客人品茗交流
中，夫妻倆可以收集生活的快樂，感受生活。

港青葉顧明和段菲菲之前在香港一直遵循着
「賺錢－消費－擁有」的城市生活邏輯。棲居大
理鄉村後，卻發現了另一種更為自由和歸原的生
活方式：更多地創造而非消費；但求經歷，不求
擁有。■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大理報道

在香港打拚了8年後移居大理，在葉顧明看來是為
了尋找心中理想的生活；而在段菲菲看來，只是生活
模式的切換，而這種切換將帶來多彩的生活體驗。其
共同的看法則是：香港與大理，因為截然不同，所以
值得嘗試。
葉顧明以其小院中的李樹比喻說：你再喜歡李樹開

花時的姿態，也留不住它短暫的花期，盡情體會當下
也是一種生活邏輯。由香港移居大理，他們起先在古
城經營一間客棧，雖然生意紅紅火火，但每天幾乎一
樣的生活狀態，令他們絲毫感受不到創造的樂趣，
「這並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直到在蒼山腳下租下
小院，才讓他們體會到「創造」的樂趣與「收集」生
活的快樂。
經營民宿的同時，夫妻也有自己的工作：葉顧明加

入了一個營銷團隊，做品牌推廣；段菲菲也做一些心
理諮詢的工作。雖然「又做回了本行」，但這樣的生
活模式與香港時常加班工作14－15小時的模式完全不
同。

最初決定辭職離港棲居大理時，也有朋友很不理解：在一個陌生的
城市重新開始，算起來很不值。但葉顧明認為：得失之間其實看人心
如何取捨。在他看來，在港工作獲得的經驗、能力、人脈，並沒有隨
着辭去工作就失去了，唯一失去的不過是那份穩定的薪水而已；而棲
居大理，換得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自由、自在、自主。而享受它對
自己生活的滋養，卻不是金錢可以買來的。
段菲菲更看重的則是把棲居大理作為一段生活經歷。曾經做過教師

與心理諮詢師，段菲菲更看重各種環境下的歷練，不論是做心理舒緩
熱線義工，感受來電者心靈深處的掙扎給自己帶來的震撼；還是初到
大理經營客棧，每天在第一線接觸不同人群，由「小白領」變為小旅
館服務生的失落，時過境遷就成為一種經歷、一次歷練。
葉顧明和段菲菲坦言：離開香港並非逃離，畢竟香港留下了他們的

美好和生活的開始。或許他們還會回到香港生
活，但這一段「創造」的經歷及生活感悟，將
影響他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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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來自內地南方與北方，就讀的並不是同一所高校，甚至飲食習慣也
有差異的一對年輕男女相識相知相戀，葉顧明與段菲菲認為這得益於香港
社會的包容與自己的融入。
2005年和2006年，葉顧明與段菲菲分別由上海和北京考入香港高校就
讀，畢業後留港就業。由於擁有共同的朋友和相同的圈子，他們相識了。
雖然來自不同的內地城市、攻讀不一樣的高校和專業，但「兩個異鄉人在
香港生活，共同點會被不斷發掘，而不同點則不斷被忽略。」段菲菲說，
因為香港是一個包容的社會，使置身於其中的人亦能求同存異，移居大理
的想法，兩人也幾乎一拍即合。
攻讀市場營銷專業、作為策展人的葉顧明，與從事心理健康課程開發並
做過心理舒緩熱線義工的段菲菲一樣，由於需要不斷與客戶和不同人群交
流，很快便練成一口流利的粵語，也很快適應了香港的工作節奏和生活方
式。重要的是，「香港社會讓我們思想更開放、視野更開闊。」

移居大理的想法，最初來自葉顧明的一次旅行。已在香港一間公關公司
做策展人的葉顧明，完成一個重大項目後赴雲南旅遊度假，3個月的假期有
一半時間在大理，讓從小生活於大都市的葉顧明，發現了不一樣的生活方
式、不一樣的生活理念。
葉顧明在大理鄉村發現：村民大都擁有十八般技藝，會木工、會修車、
會造房、會做飯、會養豬、會種花。他還發現，或許是鄉村資源較城市相
對匱乏，迫使在鄉村生活中需要更多地「創造」而非「消費」，其結果便
是村民會比城裡人更珍視得到的東西：房是自己造的，一磚一瓦；床是自
己打的，一釘一鉚；這也使得鄉村生活更加純粹和歸原。
消費的本質是將所有物品與貨幣劃上等號，所以人們往往只重視「賺
錢」和「擁有」，而忽略了原本應該替代「消費」的「創造」，很難體會
到從無到有的過程，更無從體驗其中的快樂。思考的結果，他們辭去了香
港的工作棲居大理，享受「創造」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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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倆靜靜享受夫妻倆靜靜享受「「創造創造」」的樂趣的樂趣。。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隱藏於村中小巷深處的小院隱藏於村中小巷深處的小院。。 記者丁樹勇記者丁樹勇攝攝

■■客人可以坐在設於玻璃房的茶室中客人可以坐在設於玻璃房的茶室中，，邊喝茶邊聽夫妻倆講邊喝茶邊聽夫妻倆講
述他們的大理時光述他們的大理時光。。 記者丁樹勇記者丁樹勇攝攝

■■公共廚房讓客人融入當地生活公共廚房讓客人融入當地生活。。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自在而自主的生活自在而自主的生活，，是這對小夫妻的是這對小夫妻的
生活模式生活模式。。 記者丁樹勇記者丁樹勇攝攝 ■■享受陽光享受陽光，，看花開花落看花開花落。。 本報雲南傳真本報雲南傳真

■李樹開花為小院增添生氣。 本報雲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