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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力量。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吸

引了众多“Z 世代”青年投身乡村民宿，他

们将社交媒体的新玩法融入民宿运营中，

让乡村民宿变得有趣而多元，让偏远乡村

变身为“山水间的家”。

高学历的房东

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酒店管理专业读

完硕士研究生后，肖彤短暂地在某知名外

企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觉得自己“不想卷

了”，于是辞掉工作，想做一点自己喜欢的

事情。

肖彤 1998年出生，一直对民宿行业情

有独钟。“我在学校的时候做了一个‘中国

民宿发展历程’的项目，以莫干山民宿群为

研究对象写了论文。之后我便想，我也可以

把自己家的四合院改造成民宿。”

肖彤请来专业设计团队将北京怀柔的

老宅进行翻新，打造成了“Z 世代的民宿

店”，不仅追求舒适的入住体验，而且将姥

爷的木匠手艺元素融进民宿的装潢。“老木

匠”民宿颇受欢迎，很快便成为京郊有名的

精品民宿。很快，肖彤又开了第二家连锁民

宿，新民宿在装潢上更注重“出片”效果和

故事感，也更符合“Z 世代”消费习惯。今

年，肖彤又将私房菜搬进了民宿，希望为客

人提供全链条服务。

途家首席商务官刘杨介绍，2023年上

半年，途家平台新增房东中，“Z世代”房东

占比高达七成，比 2019年增加五成。“高学

历”是“Z世代”房东的标签，其中本科及以

上占比达 50%。同时，这些年轻房东更愿意

亲力亲为，选择自己经营的房东占比达

95%以上。

1998 年出生的袁沛承家在莫干山佛

堂村，2017年，家里告诉他打算重建房子，

“那时民宿很火爆，所以我提出，不如直

接盖成民宿。”袁沛承对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说。当时他正在读大学四年级，为了设

计出一套更符合自己审美风格的民宿，他

休了一年学，回家跟父母一起建了一套

“简约、轻奢”的民宿。“我觉得莫干山的

民宿同质化比较严重，我想和周围民宿区

分开，有自己的特色，正好家里养了一只

柴犬，所以我决定建造一家以柴犬为主题

的民宿，名字叫‘柴屿家’，现在民宿里

已经有三只柴犬，是一家三口，大部分客

人都是奔着他们而来。”

一半是工作，一半是生活

刚入行时，袁沛承是当地最年轻的民

宿主。年轻给他带来了独特的优势，“脑子

灵活一点，花样多，会添置一些新的好玩的

东西”。除了柴犬外，他还在院子里搞了一

个小型露营地，客人可以在营地的天幕下

喝茶聊天。现在，除了管理自己家的民宿，

他还开始做民宿运营，在线上同时为 14家
民宿做网页建设，进行内容优化和推广，增

加民宿的曝光量。

袁沛承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

最初投身于民宿行业，不仅是因为受到大

环境影响，也是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我

们这里如果不发展旅游业，可能就很难有

什么改变，而发展旅游就需要有好看的民

宿。”投身民宿行业后，他发现这其实是最

适合自己的工作，“我理想的工作状态，就

是将生活跟工作融合在一起的。我不想做

枯燥乏味的工作，哪怕能给我带来丰厚的

报酬。在民宿工作最适合我，这里是我的

家，是我的生活，接待客人就是我生活的一

部分。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现在，他每天都在接待来自五湖四海

的朋友，也喜欢上了跟客人聊天，彼此敞开

心扉地聊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这让我不仅

增强了社交能力，还增长了见识，丰富了人

生阅历。”袁沛承说。

一边工作，一边生活，将工作变成一

种生活方式，在工作中享受生活，的确是

很多“Z世代”年轻人留在民宿行业的主

要原因。

去年 5 月，1995 年出生的余碧莹离开

贵州老家，来到莫干山。她从 2018 年就在

贵州梵净山的一家民宿做管家，因为听说

莫干山民宿发展比较成熟，学习机会很多，

于是决定过来看看。来到莫干山后，她在

“一千零一夜”民宿找了份管家的工作。余

碧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很喜欢民

宿工作，因为她觉得，“民宿就像是家一样，

让我很有归属感。我在民宿接待客人，就像

在自己家里接待朋友。而且在店里可以遇

见不同的人，不同的灵魂，不同的故事。没

有客人的时候，我就收拾一下东西，‘做做

家务’。此外，我在民宿里工作还可以学到

很多技能，比如做咖啡、插花等。”

年轻人才能更好地服务
年轻人

“只有年轻人才能更好地服务年轻人，

所以我店里的管家都是‘Z 世代’。”“一个

老朋友”民宿主孙小乾说。孙小乾是 85后。

2019年年底，她从新媒体平台转行做起了

民宿，依托北京环球影城度假村，在附近陆

续盘下了 10 套房子，现在，“一个老朋友”

民宿共有 3 名民宿管家，都是“Z 世代”。

“大管家”颜漾是当初与孙小乾一起创办新

媒体平台的“高学历”+“斜杠青年”。

颜漾 1995年出生，是香港浸会大学新

闻学专业研究生。2019 年，她加入了孙小

乾的工作室。由于工作室的选址在环球影

城度假村旁边，很多路过的人都会来问这

里是不是民宿，她们发现来环球影城游玩

的客人有很大比例有住宿需求。于是，孙小

乾干脆转行，将工作室变成了“一个老朋

友”民宿，而颜漾则成了民宿的“大管家”。

颜漾说，她选择留在民宿工作，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看中了这份工作的自由性，每

天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可以在工作中提高

社交技能，不断完善自己。由于顾客都是年

轻人，她也更能理解他们的喜好，在线上与

客人聊天时，她能准确捕捉到客人的心理

需求，在接待入住时会给他们准备“量身打

造”的欢迎礼。

1999 年出生的王时奔一个月前刚从

大学毕业，毕业后，他立即加入了孙小乾的

队伍。王时奔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

在大学四年级实习阶段，在老家找了一份

民宿管家的实习工作。虽然只做了短短两

个月，但他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现在，他每天的工作内容是登记客人入住

信息，接送客人去环球影城，查看退房情况

以及处理客人在入住时遇到的各种问题。

“当民宿管家基本上满足了我对工作的期

待。民宿的客人来自全国各地，与他们聊天

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还能获得对未

来有用的建议。”

“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赵雪飞说。

他出生于 1997年，在“一个老朋友”做民宿

管家之前是一名军人，去年刚从部队退役。

对于他来说，民宿管家完全是一个陌生和

新颖的职业，“作为‘Z 世代’的一员，我与

客人有很多共鸣，能很快地与他们打成一

片，理解他们的需求，所以能更好地为他们

服务。”赵雪飞说。

刘杨介绍，当下，民宿管家已经成为最

火的新兴职业之一。近一年来，民宿管家需

求旺盛。在招聘平台上，2023 年开工一周

收到投递简历人数同比增长最快的行业为

酒店、民宿，增长超七成。

“民宿管家”不再只是“服务员”

2022 年 9 月，余碧莹拿到了莫干山民

宿管家培训中心颁发的银牌管家证书。“这

是一个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拿到证书是

对我职业技能的肯定。”余碧莹开心地对记

者说，“长久以来，民宿管家在大家的观念

里只是个服务员，这让我觉得有点难过。”

2022年 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

社会公示 18个新职业，“民宿管家”便位列

其中。这一新职业由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申报，也是全国首个以县级政府名义申报

的新职业。2021年 1月，德清县莫干山民宿

管家培训中心正式开课，这是全国第一家

有资质、有标准的乡村民宿管家培训中心。

莫干山民宿管家培训中心副主任刘杰

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该中心是由德

清县文旅集团和一家文旅公司合办的国有

企业，成立的初衷是为民宿行业培养更多

人才，解决民宿行业缺人的难题。

来到莫干山“一千零一夜”民宿工作

后，余碧莹得知民宿管家培训中心正在招

生，便报了名，成了第十二期学员。她每天

早上 8 点开始上课，下午 5 点放学，经过 6
天培训，拿到了银牌管家的资格证书。“之

前因为没有进行培训，工作没有标准流程，

工作起来很吃力。现在我对客房服务、前台

接待等流程都有所了解，感觉工作轻松了

很多，也专业了很多。”她对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说，“培训后提升很大，很有成就感。”

培训中心的授课教师全部为民宿行业

的资深从业者和大学教授，课程设置遵循

民宿管家的职业技能等级评定的行业标

准，分为三个等级，初级管理者学时 6 天，

中级管理者学时 15天，高级管理者学时 30
天，完成学习并通过考核的学员会由德清

县文旅局根据等级发放银牌、金牌或白金

管家证书。目前参加培训的学员只拿到过

银牌管家证书和金牌管家证书，分别对应

的是初级管理者和中级管理者。初级管理

者需要掌握基本服务技能，包括茶艺、咖啡

制作、布置主题客房、为客人做行程安排

等。中级管理者则要具备管理技能，比如安

排人员排班、管理厨房和餐厅运营等。培训

中心至今已开展了 54期，为来自全国各地

的 3000多名学员提供过管家服务培训。

“我虽然是一个民宿的老板，但其实也

是一名管家，所以我想给自己一个大幅度

提升职业技能和管理经验的机会。”袁沛承

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在经营民宿之

前，袁沛承先在别的民宿做了将近 4 个月

的民宿管家。2018 年年底，他开始经营自

家的“柴屿家”。2021 年，他得知莫干山民

宿管家培训中心在招收学员，马上报了名。

经过半个月的培训，袁沛承拿到了金牌民

宿管家的证书。

据了解，培训中心的学员中，18%具有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这些年轻人之所以选

择留在乡村民宿工作，或是因为喜欢乡村

生活，或是因为喜欢有温度的工作，或是因

为对新鲜的事情感兴趣，想要通过尝试来

获得更多的人生体验。

心态比技能更加重要

在刘杰看来，对于年轻人来说，做好民

宿管家这份工作，心态比技能更重要。“目

前来看，在乡村工作和在城里工作有很大

区别，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文化生活氛

围，乃至身边的社群都会有很大差别。”

余碧莹坦言，“在民宿工作其实很辛

苦，收入也不高。工作内容很杂，什么都要

做。旺季时每天工作时间很长，淡季的时候

虽然不忙，但也心理上也不能松懈，因为店

还是要开，要守在店里，做好准备，迎接随

时可能到来的客人。如果不是因为真正喜

欢，很难长久地做下去。”

拿到资格证书对于余碧莹来说很重

要，这意味着民宿管家终于得到了职业认

定和社会认可。民宿管家的职业化也让袁

沛承看到了前景和希望，“这对民宿行业是

有利的，因为只有国家认可民宿管家这个

职业，基层民宿管家才能更有信心，才能长

久地做下去。”

刘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

社会对乡村民宿服务业的宽容度和尊重度

都在提高，政府也为在乡村民宿行业从业

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政策支持。民宿管家

的培训，让更多年轻人通过培训获得了专

业的服务技能，民宿管家的职业化让这个

行业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些都有助于改

变民宿产品价格和价值背离的现象。

刘杰认为，民宿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服

务。通过民宿管家的职业化和民宿管家的

培训，有可能实现让民宿的价格和价值越

来越趋同，从而实现行业发展和人才发展

的“双向奔赴”。

淡季的时候，余碧莹还会参加当地组

织的各种培训，提升自己，她的理想是开

一家属于自己的“小而精”的温馨民宿。她

说：“民宿行业非常需要年轻人去守护。”

民宿行业里的“Z世代”

实习生 刘一锐 万齐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齐 征

这个暑假，初中生郁小美和妈妈在贵

州西江千户苗寨拍了一套苗族服饰旅拍，

这是 3年以来，她们第一次出门旅行。到千

户苗寨的当天，郁小美就发现每条巷子里、

每座桥上都有人穿着漂亮的苗族服装，头

戴叮当作响的银饰在拍照，“有时一座桥上

同时有 5个人在拍，衣服的样式、化妆风格

很漂亮。”当天晚上，她就跟妈妈提议去拍

一套。郁小美妈妈也觉得，“3年了，还没有

机会和长成大姑娘的女儿拍一套亲子写

真，千户苗寨风景如画，我也动心了。”于是

母女二人当晚就拍了一套，花费 798元。因

为是临时起意，所以她们是当天商家接的

最后一单，一直拍到半夜两点，不过母女俩

都觉得很值。

随着旅游业的逐步复苏，旅拍，这个别

具一格的旅游体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崭露

头角。刚刚结束的暑假，在诸多短视频平台

上，时常可见创作者们身着各色服装，翩翩

起舞，激发了大量游客模仿。

旅拍，即旅行拍摄，已逐渐成为热衷旅

游并记录美好时光的年轻游客尤其是女性

游客的选择。起初，旅拍主要应用于婚纱摄

影领域，然而随着消费观念的不断升级，旅

游业也纷纷将拍摄服务融入其中。那些因

其独特文化底蕴或壮丽风光而闻名的旅游

城市，如西双版纳、西安、敦煌、凤凰古城

等，已成为旅拍经济蓬勃发展的乐土。

7月底，孙辰去了贵州西江千户苗寨，

在那里，他收获了第一套旅拍写真。“千户

苗寨在旅行计划内，旅拍是临时起意，去一

个地方旅游总要留点纪念吧。”孙辰说。孙

辰和朋友们本来可以选择坐观光车上山，但

由于没有找到上车地点，只好步行。“路很难

走，我们一直在爬上爬下，到达目的地后太

阳正好落山，千户苗寨万家灯火亮起，特别

壮观，更加坚定了我拍照留念的想法。”

朋友在社交平台上找到了一家口碑不

错的旅拍店，到店以后一行人便开始化妆。

男生的妆发比较简单，20分钟就可以完成，

女生的妆造相对精致，花费的时间是男生的

两倍。“那边的旅拍产业非常发达，苗寨里大

概有百家旅拍店，并且拍照流程也比较‘流

水线’。”摄像师带着孙辰和朋友拍了三个外

景，用时半小时左右。“一路走来，你可以看到

无数摄影师在拍照，不过他们提供的拍照角

度各有特色。”孙辰在屋顶拍了一组照片，在

这里好风景不会被其他建筑挡住。

这是孙辰的第一次旅拍，虽然有专业

摄像师指导他的拍照动作，但他仍然觉得

自己很僵硬。他坦言：“平时我也不太喜欢

拍照，会担心不出片，有一些心理压力。”所

幸出片以后孙辰非常满意，他立刻将照片

分享到了朋友圈，“道具使用和动作姿势都

很到位，他们这个产业真的很成熟。”

虽然一行人没有在苗寨过夜，但孙辰

依然觉得不虚此行。旅拍的外景点并不集

中，所以他会在转场途中欣赏苗寨景色，顺

便询问摄像师当地的特色。当地的民族服饰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距离观看和试穿

以后，他为精美的银饰所折服，“但是旅拍店

的男生服饰太少了，如果让我提个建议，我

希望可以提供更多种类的男性服饰。”

在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十三朝古都西

安，美轮美奂的大唐不夜城成了年轻人汉

服旅拍的圣地。经营着当地一家汉服馆的

耿晨曦也是这股“旅拍热潮”的受益人之

一。“我们的定位主要是汉服租赁与拍摄，

大约从去年 10 月开始营业。”耿晨曦介绍

道。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暑期，当地的汉服旅

拍行业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从不到 5 家店

迅速发展到如今近 100家。

“旅拍在西安可以说是刚刚崭露头角，

为了能吸引更多爱好者，我还特地去了西

双版纳学习，那里的产业已经较为成熟和

标准化。”耿晨曦表示，西安原本的汉服馆

以沉浸式的体验、租赁为主，直到今年四五

月后才出现汉服馆+摄影服务。随着个人、

自媒体、机构等摄影师的加入，以及大量从

婚纱摄影转到汉服旅拍的从业者的加盟，

旅拍成为当地汉服馆重要的产品板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后，西安成为北方炙手可热的旅游打卡城

市，游客数量一直居高不下。与此同时，汉

服旅拍市场也日益繁荣，竞争愈发激烈。为

了吸引游客，许多汉服馆推出了亲民的定

价策略和标准化的产品。以耿晨曦经营的

汉服馆为例，一套专业汉服跟拍总价约

500元，包括 30张底片和 6张精修照片。消

费者在选择旅拍服务时，首要看重的自然

是价位，其次是妆造品质和产品选择的丰

富程度。耿晨曦感到与疫情前相比，消费者

变得更加谨慎，更注重性价比。

社交媒体的普及对旅拍的发展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传统点评平台如大

众点评等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而新兴旅游

分享方式在社交媒体的营销占比越来越

高。耿晨曦对此深有体会：“我自己也运营

我们店的小红书账号，能感到从这一块来

的顾客占比越来越大。还有就是网红达人

宣发和顾客宣发对行业传播影响大，能够

比较精准地引流潜在客户。”

旅拍为传统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且会进一步发展。业内人士预测，我国摄

影行业市场规模在 2020 年已超过 5000 亿
元，预计 2023 年将达到 7000 亿元，其中旅

拍在文旅业务和摄影行业中的占比将逐年

上升。从产品创新的角度看，未来的旅拍产

品将进一步升级，呈现出情景化、主题化的

趋势。耿晨曦告诉笔者，例如在西安，许多

商家开始为顾客还原“贵妃醉酒”“霓裳羽

衣舞”等历史名场面，为游客带来与大唐盛

世的历史交融体验。

当前，旅拍市场方兴未艾，深受年轻人

追捧，但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存在不少不

足。郁小美的妈妈觉得，“化妆的时候，像唇

彩、眼线笔这种东西，商家如果能提供一次

性的更好，现在是大家混用，有一些卫生健

康方面的隐忧；服装也是一样，有的服装一

天内会被很多客人穿，如果每个客人穿后

商家可以消毒，就更安心了。”

“照片在镜头语言等深层设计方面如

果能有提升，不是每个客人拍同一个场景、

摆同样的姿势的流水线产品，我也愿意花

贵一些的价钱购买。”郁小美的妈妈说。有

的商家为了招揽客户，夸大服务品质，会有

服务质量与价格不符的情况。消费者看重

的这些问题，也等待着被商家改进。

耿晨曦告诉笔者，这个暑假，他的店一

天能拍 10 套旅拍，整个暑假大概拍了 600
多套。旅拍目前占他店里总营收的 25%-
30%，汉服及周边售卖约占 10%，汉服租

赁、妆造约占 65%。

但“暑假一结束，旅拍生意立刻下滑了

约 40%”。耿晨曦认为，未来，旅拍产品将更

加个性化、定制化、专业化。摄影师会逐渐

从原来的兼职或业余身份转变为专业化。

只有不断提升服务品质，才能避免千篇一

律的拍摄模式，靠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良

的拍摄品质，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推动旅拍

产业持续规范升级、健康发展。

这个暑假你旅拍了吗

□ 辛酉生

如今说到八必联想到“发”，据说
这种说法来源于香港、广东，渐渐成为
全国共有的风俗。为数字赋予意义，各
种文化中都有，有的取其音，有的与事
件、传说联系。古时，八也是一个重要
的数字。伏羲演八卦，文王作周易，八
卦早已是中华重要文化密码。而八卦之
外又有八仙。

八仙我不知起于何时，大概很古。
杜甫有 《饮中八仙歌》，虽说的是人，
大约也有比附的神仙。现在说的八仙，
宋元间便有了。元人绘制的永乐宫壁画
中有一幅《钟离权度吕洞宾图》，画钟
离权向吕洞宾传道的故事，是有名的画
作。只是当时八仙里有个徐仙翁，广东
人何仙姑还不在其列。明代吴元泰作了
一部《东游记》是八仙故事集大成者，
其所述八仙一如当今通说了。至于八仙
为何是这几位，据说对应男 （吕洞
宾）、女 （何仙姑）、老 （张果老）、幼
（蓝采和）、富 （韩湘子）、贵 （曹国
舅）、贫 （汉钟离）、贱 （铁拐李），人
间百态。

有神仙就有法器，亦是国人通识。
八仙也有法器，宝剑、扇子、渔鼓、笛
子……八件法宝常出现在各种建筑彩画
和工艺品上，叫“暗八仙”。进而传说
又起，八仙降妖除怪，法器落入水中，
成了“水八仙”。

水八仙，包括莲藕、芡实、莼菜、
水芹、茨菰 （即慈姑）、茭白、菱角、
荸荠，是江南地区夏末秋初陆续上市的
八种蔬食。

古人有十二月花神，六月当令是荷
花。过了农历六月，荷花渐落，莲子成
熟，再过些时日，便可下河摸藕。种荷
花的农民称荷塘为藕田，可知对这出于
污泥间的藕的重视。藕是水八仙中多面
手，可菜、可果、可粉。荷花有红白之
分，藕有七孔、九孔之别，花色、孔数
与藕的脆、面或有关系。脆者近果，有
喜生食者，也可凉拌或做甜品点缀。面
者适宜做汤，莲藕排骨汤是湖北名菜，
以藕可拉丝不断者为佳。若在藕尚幼时
刨出，便是藕带，拌凉菜或炒食都极鲜
美。将藕磨成粉制成藕粉，其鲜甜则更
加突出。

水八仙中与荷类似的是芡实。芡实
是睡莲科植物芡的果实，相当于荷的莲
子。芡实外包硬壳，壳上有锋利的尖
刺，如何将之取出需特殊技术。由于这
硬壳有一个尖尖头，状类鸡头，也称之
为老鸡头。芡实圆圆似米，又称为鸡头
米。芡实有补脾胃的作用，历来作为药
食同源的佳品，多做汤羹。新鲜芡实可
以煮糖水，干制的芡实可以熬粥。还有
一种芡实糕，把芡实磨粉与米粉、糖混
合，蒸食，是苏浙茶点。每年秋季，采
收芡实是一番独特景象，农人坐在滚圆
大木盆中，划到巨大叶片旁，找到包着
硬壳的芡实，剪下，再回去慢慢处理。

采摘莼菜也是一景，采收时间早于
芡实，在夏秋之间。人们趴在窄长的木
船上，进入长满莼菜的水面，仔细寻觅
莼菜卷曲的叶片，掐断，好像一场水中
采茶表演。晋代张翰见秋风而起莼鲈之
思的故事家喻户晓。到杭州游玩，莼菜
羹、西湖醋鱼是必吃美食，而这二者往
往让人失望。不提西湖醋鱼，莼菜羹则
让人疑惑滑溜溜滚入喉咙的莼菜到底有
什么味道。是啊，莼菜到底有什么味
道，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或许除了滑
溜溜的口感，还有一点点若有若无的鲜
味吧。“芽羹之菜，莼为第一”真不是
那么容易品味。

相比莼菜的“无味”，水芹的味道
可以算冲了，但要形容它具体有什么味
道，也不容易，似乎也还是一个鲜字。
水芹常出现在江南冬季菜单中，焯水凉
拌，炒肉丝、香干都相宜。

“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呀，采红
菱”是江苏民歌《采红菱》的首句，相
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而真正见过红
菱的有多少呢？当菱角抵达菜市，走上
餐桌时，已近于黑褐色。我们费力铰开
煮熟的菱角，剥出雪白菱角肉食，不曾
想见它刚刚出水时，红得多么艳丽。

同样适宜煮了吃的还有荸荠。也有
人爱吃鲜荸荠，削皮，直接品尝多汁清
脆的果肉。这是不提倡的，水生植物与
鱼和贝类一样都容易存留寄生虫，安全
起见还是熟食为好。

茭白与慈姑都要与肉类配合，茭白
适合炒，慈姑多用炖。茭白切丝、切片、切
块，搭配肉丝、肉片、虾子，兼有脆和韧。
慈姑焖肉饱吸了肉汁，绵软香糯。

说到水产不论荤素，似乎总与江南
联系，实则不然。水八仙中有些种类北
方也有分布。北京什刹海是市民纳凉的
去处，曾经食客在水边茶座坐定，便可
以点上一个“冰盏”。伙计把从什刹海
湖水中当天采摘的鸡头米、菱角、鲜
藕，当着客人面剥出、削皮，码放在冬
天屯集的碎冰上，森森冷气沁人心脾，
确实是消暑佳品。现在却不见有哪个馆
子制作了。当北方冬天来临，河面早已
上冻，可拿出秋末采摘的果藕，佐以北
方盛产的柿饼、杏干，熬成果子干，浇
上桂花糖水，在北地干燥冬日也能品味
这茵茵水汽。

秋意浓
最是美味水八仙

莫干山民宿管家培训中心培训主任庄艳正讲解学员须知。 受访者供图

莫干山民宿管家培训中心，老师正在教授民宿主

题客房布置。 受访者供图

游客体验盛唐范儿旅拍。 受访者供图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游客热衷旅拍。 蓝 夜/摄

岁时游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