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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家庭刘悦来：
为四平人建造家门口的世外桃源

□记者 闫冬

在鞍山四村第三居民区，有一座社区小花园，自 2018 年初重新设计改造后，新增了许多功能性植被和游玩设施，
既有茂林修竹，又有幽静小道，不仅适合人们休闲、健身，更加适合小朋友们探索自然的妙趣。社区小花园让这座老工
人新村焕发了新的生机，在这里，人们自然而然地参与到社区环境建设和维护当中去。
像鞍山四村第三居民区一样的社区小花园，在四平路街道有五座，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共 63 座，都是由“四叶草

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发起并支持社区建造的。 说起“四叶草堂”，就不得不提它的创始人———刘悦来。
他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的一名普通人民教师，今年，刘悦来一家获得了全国最美家庭的荣

誉称号！ 他心系社区，被杨浦区人民政府聘为社区规划师，他将一腔热血都播撒在了社区的空间环境建造上，致力于
使人们生活的社区环境，更亲近自然，趋向于实现真正的人人可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模式。

四叶草堂缘何而起

早在刘悦来读博士期间，他研
究发现，居民作为城市土地空间的
最终使用者，其实并没有真正参与
到空间生产本身当中去。“在我们
生活的社区中，有些景观较粗糙，
有些则过于精致，比如社区中一开
始有喷泉，后期因为维护成本高
昂，就沦为摆设。社区中的景观绿
植，有些无人打理，对居民的日常
生活产生影响。所以，如何能让使
用者参与进来，做一些改变，维护
并使用它？也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
方向。”
毕业之后，刘悦来留校任教，在

授业解惑中他逐渐意识到，年轻一
代的孩子们，从小生活在城市当中，
对土地和自然没有深厚地了解，而
“景观设计”是一门要求学生们善
于理解自然的学科。于是，在教学
过程中，勤于思考与创新的他，想着
能不能带领同学们做一些与自然接
触更多的实践活动？当然，在这一
过程中，他希望能影响到更多更年
轻的孩子们，使大家能在生活中接
触自然，了解自然。
自 2014 年起，刘悦来号召了

一批小伙伴从身边做起开展自然教
育，这十几人的组织就是“四叶草
堂”的前身。开始，他们在世纪公园
中做了一个“蔬菜花园”，针对世纪
公园中的一块绿地，用蔬菜和瓜果
做景观，经过改造设计，使人们能够
参与到种植与采摘当中去。“当时
是上海公园当中的第一个‘可食地
景’。”这是刘悦来团队早期的实验
项目。
在宝山区老淞沪铁路边的一块

狭长区域，有一块约 7 亩的土地，
长期无人打理，成为堆放建筑垃圾
和居民自发种菜的城市边角废弃
地。后来，经过刘悦来团队的设计改
造与生态治理，这里俨然成为了一
座“自然学校”。现在，你所能看到
的是烂漫的野花野草，自然生长，经

历了风吹雨打，坚韧不拔，有着最原
始的模样；种植了大片农作植物，使
用生态堆肥与蚯蚓塔等措施，使物
种种类更加丰富；将集装箱改造成
供活动的室内空间，室外有着田园
气息满满的廊架；同时，融入了自然
教育和一系列营造实践活动等特色
内容，基本形成了稳定的微生态系
统。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火车
菜园”，成为城市有机微更新的范
本。

四平地区的实践

后来，四叶草堂项目在四平路
街道正式立项。2015 年下半年，四
平路街道邀请刘悦来团队投入到鞍
山四村第三居民区的低碳社区创建
当中去。作为最早的工人新村，鞍山
四村第三居民区建造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
也在发展当中尝试过改造转型，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打算做一个
花园的改造，将当时的一块不起眼，
被人们踩踏变得光秃秃的土地，大
约 200 多平方米，位于小区的中心
地带，改造成社区花园。”
起初，刘悦来团队没有公布设

计方案，而是和居民一起讨论、交流、
共创方案，如何改造才能变得更好？
从而引导居民参与到改造中去。在改
造过程中，大家也并没要求施工队全
程施工，而是通过参与的方式，与社
区小朋友们一同种花种草，用碎石子
铺成小路……在四平路街道的支持
下，经过了 2个多月的改造最终完
工。直到现在，鞍山四村第三居民区
的志愿者们，也是老一辈工人新村的
居民们，他们每逢周四上午，便会过
去打理小花园。周末时，小花园便聚
集了小朋友们，在这样一片社区静谧
的自然环境中，嬉笑打闹，学习自然，
与自然共生共长。
“社区中的土地利用很难找到

一个统一的方法，有些人乱种菜，引
起他人反感，有些人很想参与，但却

不知道从何做起。所以，我们现在
做的这件事，就是使之成为有组织、
合规、友善和开放的队伍，达到共
建、共享、共治。”后来，这一系列的
项目，被称之为“社区花园”。
经过这几年的开枝散叶，“社

区花园”项目早已从杨浦区扩展到
其他区，从杨浦区的五角场街道到
四平路街道，再到平凉路街道，从黄
浦区到长宁区，最远已经延伸到嘉
定，并通过服务输出和培训赋能影
响到长三角及全国各地。下一步，
刘悦来团队将会把“社区花园”项
目的点位连接成系统，做一个“可
参与式开放空间”的规划，从社区
中延伸到校园、街道等地。

来自家人的支持

荣获全国最美家庭殊荣，刘悦
来也抱有感恩的心态，这一切离不

开家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拿下博
士录取通知书时，我儿子刚出生，这
也代表了我的研究也开始生根发
芽。”说起自己的小家，他喜上眉
梢。
刘悦来说，自己的做事方式是

想了什么不会多说，而是着手去实
践。在儿子小时候，刘悦来会带着他
在小区中进行一些自然活动，比方
说种一些花，种一些薄荷，潜移默化
地改变着小区的空间环境。
“社区花园”刚开始初具规模

时，夫人浇他冷水，调侃道“小花园
不好看”，但是在他眼中，这才是万
物生长的开端，“‘聊胜于无’，有
总比没有好！总得让它先绿起来。美
则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通过设计
达到美的效果。但自然状态下生长
的事物更需要我们善于运用。”随
着他社区事业的蒸蒸日上，妻子和
儿子也加入到他的团队中，作为志

愿者参与到每一次的活动中去，成
为他事业中的一份子。
他在为自家所在的小区绿地作

微更新时，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
“苔藓花园”，儿子积极出力，而夫
人给他建议，“不能仅靠我们一家
力量。”于是，刘悦来建了一个群，
把小区志愿者拉了进来，约定时间
一起松土、种植、养护。这个团队从
最开始的几个人到如今的 40 多
人，苔藓花园的面积也从最初的 60
多平方米扩大到 100多平方米。更
重要的是，小区有了居民参与绿色
分享的地方，邻里关系变得更为融
洽。
刘悦来说，我们家不一定明确

要有“家风”，如果有的话，在我内
心，我一直觉得是 “遵循自然之
道”，家风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养成，
是一个自然地状态，自然也代表着
一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