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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没了
北漂小伙准备租房
蛋屋咋产生的？
制作过程出炉

两个月，造出“钢竹结构”蛋
12月3日下午，北京海淀区成府路268号大院，戴

海飞“蛋屋”大门敞开。
显然，房间里已经被人“蹂躏”——木地板上，踩满

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脚印，床上，被子摊开，大多数来访
者，都想尝尝坐上“蛋床”的滋味。

但是，戴海飞不愿露面，躲在4米外的办公楼里。
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建筑学。去年，他到北京这家

公司实习，参与了一个叫做“城市下的蛋”的作品设计。
今年 7月，戴海飞将造“蛋”的想法告诉给了专业

老师汤斗斗。汤老师很支持，并从工作室调配了几名
学生，帮戴海飞一起造蛋。汤老师没有介入，当时，他
去了西藏。

两个月后，蛋造出来了，钢架结构，主体材料是益
阳当地遍布山野的竹子。

这间“房子”，制造花费 6000多元，运到北京 3000
多元，总计大约1万元。

他说，父母很想帮他买房，但是，父亲在建筑工地
干活，母亲是一家公司的清洁工，“以他们的工资水平，
在北京买套房，起码得两三百年”。他曾劝父母辞工，
但他们不愿意，总是说要存钱帮儿子买房娶媳妇。

不怕“蛋粉”参观，就怕城管关注
10月份，戴海飞正式入住“蛋屋”，过了一段优哉

游哉的生活。
这里，离办公室很近，不用挤公交，不用付房租，电

费水费都省了——房间使用太阳能照明，如果要用水，
拿个桶去办公楼提。只是，房间保温性能不是太好，3
日下午 3点，北京太阳高照，“蛋屋”内温度计显示，这
里只有5.5℃。

院子里突然出现一个“蛋”，曾让物业公司不满，不
过，他们还是容忍了。邻居们说：“草地上突然多了个
这样的东西，觉得挺好玩。”

如果“蛋屋”没有被公布到网上，戴海飞可能还是
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休息。

“蛋粉”拥了过来，有学生、记者、商人，还有外国
人。

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郎，围
着“蛋屋”看了个遍，发出一声感叹

“It's amazing!”(太惊奇了)。一名
路透社记者拿着“炮筒”，对准“蛋
屋”的每一个细节，频频按动快门。

多数人是来看稀奇的，也有人
为商机而来。

赵贵海（化名）在北京一家投
资公司任职，看到“蛋屋”新闻后，
立即赶来实地考察。“我想用稻草
造房子，比这个更保暖。”他说，很
想与戴海飞谈合作推行“稻草屋”
的计划。然而戴海飞始终
躲在办公室没有露面。

城管部门也关注起“蛋
屋”来了。戴海飞所在公司
的一名技术顾问说：“城管
来过几次了，说要我们出具
一个证明，证明这颗蛋是搞
研究用的，不是用来住的。”

由于来访者太多，物业
公司遭受的工作压力陡然
增大，他们对这个“蛋屋”也
颇有微词。

“蛋”没了，只得准备去租房
网上评论都说，这是草根用行动对高房价的一种抗争。
戴海飞说：“我不想大家娱乐化消费这件事。这个‘蛋屋’只是一件设计

作品，只想解决我自己的居住问题。哪里知道现在会扯出来这么多问题。”
12月3日晚上8点，“蛋屋”被悄然移走。他公司的说法是，会将这件作

品保存起来。
公司内部人士透露：“目前，‘蛋屋’还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需要完善，比

如垃圾处理、保温问题、与外界环境的融合等，所以，我们不会像很多人想象
的那样进行批量生产。”

对于这件凝聚了自己心血的作品，戴海飞有点不舍，但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这几天，我就睡朋友那里，过段时间，可能会在公司旁边租个房子。”

据12月7日《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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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青年戴海飞

近日因自己打造的
“蛋形”小屋而备受关
注。日前，戴海飞的
小屋被人连夜搬走，
他以后可能会租房
住。他表示父母很想
帮他买房，但父亲在
建筑工地干活，母亲
是一家公司的清洁
工，“以他们的工资水
平，在北京买套房，起
码得两三百年”。

先量好尺寸

钢、竹子搭成框架

初步成形

披上“外衣”，装上太阳能板

装草种，然后放到麻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