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文化 2023年 10月 10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 / 齐征 余冰玥 版面编辑 / 谢宛霏

Tel：010-6409838512

他视野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记者 夏 瑾

这个国庆长假，杨志赶了回时髦：他

和 3 个朋友组成“旅游搭子”，包车前往

内蒙古赤峰，不同于以往目的地明确的定

点打卡式旅游，这一路他们驾车停停走

走、随性自由，反而跟朋友有了更深度的

交流，领略到了更多沿途美景。杨志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搭子游的随性自

在让我发现了许多以往旅行中忽视的风

景，为我提供了更多观察世界的角度。”

作为新冠疫情后首个国庆长假，经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中秋节、国庆

节假期 8天，国内旅游出游人数达 8.26亿
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7534.3亿元。在

旅游热的助推下，青年群体在旅行方式上

也玩出了新花样，“旅游搭子”成了社交

媒体上讨论的热词。

搭子游成为长假出游“新宠儿”

旅游搭子一般是指目的地相同的几人

约好一同搭伙出游，在旅行中互帮互助，

平摊费用。相比传统旅游，搭子游因轻量

化、社交化、便捷化等特点快速被年轻人

接纳。

当被问到为什么会在旅行中选择组旅

游搭子时，杨志说社交是吸引他的主要因

素，“平时朋友们工作都很忙，搭伙旅游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社交机会，并且

旅行中的不确定性也为社交提供了更多可

能性”。

前不久刚跟旅游搭子从川西线旅行归

来的张敏亦则更多考虑安全与性价比，

“跟团游人数太多，很容易意见不一致，

玩得不尽兴。可我跟闺蜜两个女孩子出门

旅游容易遇到危险，所以我们通过网络找

到了两个跟我们情况差不多的人，4个人

一起组团旅游，会更安心。而且搭子之间

平摊旅行花销，可以花更少的钱获得更好

的服务与体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

任宋昌耀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

谈到，旅游搭子作为 2023 年新兴的网络

用语，是“搭子”潮流在旅游领域的具体

展现。搭子本身是一种软约束、浅关系，

这与旅游的非惯常环境、低频次特征相契

合。

宋昌耀认为，“随着国民旅游习惯的

形成，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 Z世代年轻人

对旅游也产生了更多要求。一方面他们的

旅游动机呈现复合化趋势，相比于以往放

松身心等享受型、消遣型旅游动机，拓展

社交、增长知识等情感性、发展性旅游目

的愈加凸显，旅游搭子便是对旅游社交属

性的具体呈现。另一方面，个性化旅游需

求的增长要求寻找和匹配不同的伙伴，旅

游搭子正好能够满足青年群体不同的旅游

需求。”

搭子游或将旅游业拉出
“价格战”牢笼

旅游搭子的火爆无疑为旅游业提供了

新的发展风口，不少旅游公司看准了当前

“旅游搭子”的市场缺口，及时调整旅游

策划。徐钰盈就职的旅游公司在国庆期间

推出了多款主题定制游项目，比如为文艺

青年准备的人文主题搭子游、以换装为主

题的旅拍搭子游等。

与自行组队的搭子游相比，旅行社提

供的主题定制游有更加个性、多样化的服

务，除了吃住行等一条龙服务外，还会在

出发前提前了解游客的性格特点、旅行目

的，为游客准备穿搭、拍照攻略，甚至配

备专人调节团内气氛，协调解决旅行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各类矛盾、纠纷。

徐钰盈认为，主题定制游的出现是当

前旅游市场向精细化发展的体现。“旅游

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旅游搭子、同龄人

旅行团的火爆让旅游公司意识到，要想拥

有核心竞争力，绝不应该把公共资源拿来

打价格战，而更应聚焦策划创意、精细化

服务、提升游客体验等。”

搭子游的火爆同样提振了旅游从业人

员的信心，从事旅游行业 5 年的任鹏达，

现在是某旅游公司的地接人员，“以前接

的更多是人数比较多的旅游团，这种旅游

团多是以导游为中心，游客各玩各的，定

点打卡，走马观花，很多游客的体验并不

好。今年接到的更多是私人订制小团 （搭

子游），我的收入也有了明显提升。”任鹏

达说，“这种旅行方式对旅游行业服务人

员有了更高的要求，今年，公司组织我们

搞了好几场培训，系统学习旅游文化、旅

游安全知识等，我觉得旅游业发展的模式

逐渐从粗放到精细化，越来越好了。”

精细化的发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效

果，张敏亦的体验是：“不用顾忌行程安

排，不用火急火燎地赶路，旅行成了放松

身心的度假，这种旅游节奏才是最舒服

的。这次旅游我实实在在被搭子游‘种

草’了！”

个性化搭子游，安全隐患
值得关注

但随着旅游搭子的火爆，社交媒体上

也涌现出了许多相关的吐槽贴：有人在网

上约好了旅游搭子，临出发前却被“放鸽

子”；有人在旅行中因为习惯、性格不同

而发生口角，出现花费纠纷等问题；有人

甚至在旅行中被同行的旅游搭子骚扰；自

行组团包车遇到“三无”领队被坑；一些不

正规的旅行社在网上以寻找“旅游搭子”为

名强行拉客消费……前不久，寻“旅游搭

子”网帖疑似涉黄的新闻爆出，搭子游背后

隐藏的诸多安全隐患逐渐浮出水面。

面对上述问题，宋昌耀认为，要满足

旅游中的个性化需求，就会带来信息的高

成本和非标准化供给等潜在风险。“旅游

搭子的个性化需求导致了相关供给的分散

化和非标准化，这必然导致供给匹配的良

莠不齐，如此便会出现素质低下、没有诚

信的搭子，也会出现别有用心和非法牟利

的搭子。”

张敏亦分享搭子游经历时认为，一定

要与同频的人组旅游搭子，“我和闺蜜在

找旅游搭子时，会尽量找在消费习惯、兴

趣爱好上相近的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

纠纷”。

除此之外，性格、兴趣爱好、生活习

惯、旅行目的等都需要提前沟通，张敏亦

说：“比如我们 4 个人年龄相仿，大家都

不习惯早起，那我们就会沟通好上午多睡

一会。”

杨志则表示，自己只会参加有熟人的

旅游搭子团，“与其以年龄为衡量标准，

不如将性格是否合得来作为主要的考虑因

素。在旅行中也会交到一些朋友，如果聊

得来，并且大家旅游目的地差不多，也可

以组成临时的旅游搭子。之前没见过面、

没交流就直接组搭子一定是有风险的。”

徐钰盈谈到，游客在旅行中最在意的

便是安全问题，但最难把握的也是安全问

题。她并不建议陌生人之间组成旅游搭

子，以她的经验，这种情况问题多多，

“如果一定要自行组队，最好是选择朋

友、家人或伴侣等熟悉的人”。

像网上出现的以寻找“旅游搭子”为

名强行拉客消费的情况，徐钰盈认为大概

率不会是正规旅游公司所为。

“选择领队或者旅行社时，一定要查

看对方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徐钰盈说，

“设立旅行社，提供旅游服务，要取得旅

游主管部门的许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还要按照规定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正规旅行社通常不会为了蝇头小利不爱惜

羽毛。”

宋昌耀谈到，如果是不相熟的旅游搭

子自行组团，旅游者个人必须提高安全意

识；如果是通过专门提供旅游社交和旅游

搭子组织的平台公司组团，旅游者要确认

公司的注册认证等信息。专业公司则需要

在注册认证、旅程管理、售后投诉解决方

案等方面下足功夫。

旅游社交化趋势不可阻挡，
亟须规范

谈到旅游搭子的未来发展，宋昌耀认

为目前还存在一些漏洞等待填补。

首先，尽管当前旅游社交化趋势明

显，但从业者如何精准抓住这部分需求

并形成高度黏性至关重要。目前，绝大

部分旅游搭子都是通过各类分散的社交

平台自行匹配、组团，难以聚合并形成

商业模式。

其次，旅游搭子作为快速发展的新生

事物，监管存在缺位。这既需要相关部门

精准监管，也需要旅游行业协会发挥引导

作用，更要求旅游业从业者肩负社会责任，

坚持旅游投资伦理，避免旅游安全问题。

宋昌耀说：“加强旅游信用管理是保

证旅游搭子模式未来健康发展的关键。要

抓住当前旅游社交化的趋势，积极捕捉旅

游社交需求、聚集旅游社交群体、引领旅

游社交文化。”

（应受访者要求，杨志、张敏亦为化名）

年轻人喜欢组的“旅游搭子”靠谱吗

□ 郑萍萍

在宾馆足足睡了一天后，“鱼头”背着
器材拖着行李箱，换到了几百米外的民宿
里，这里的价格不到宾馆的三分之一，但长
假期间一直满员。今天是长假最后一天，空
出 4 间房，“鱼头”选了一间朝阳的屋子，
准备洗洗衣服，然后去外面踩踩点。这是
她第一次来额济纳旗，两天后，她要和 3
位从不同省份来的“阿姨”会合，开始 3
天的旅拍。

这几天是她特意给自己留出的休息时
间。假期前后，连续 10 天的拍摄，颈
椎、腰椎几乎用到了极限。“鱼头”的行
李箱不大，为了轻便，不少东西都是一次
性的。她说，之前远途旅拍时没有经验，
只带了两双袜子，结果每天换一个落脚点，
根本没有时间洗晒，就将就了一路。这次出
来拍摄，4个订单，3个目的地，预计要在外
面“漂”上 20 天，一次性袜子她就备了 12
双。换上轻便的帆布鞋，“鱼头”把拍摄时穿
的登山鞋、护腿袜晒在了窗外。

此时的额济纳旗清静了不少，但景区
入口处，游客还是排起了队。“鱼头”准备
先找司机、保安、保洁打听打听这几日的
情况。“鱼头”自曝有轻微社恐，不过并
不怵和陌生人打交道，这大概是“被生活
逼出来的吧”。

2007 年，18 岁的“鱼头”离开家乡
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杂志
做编译，一干就是 10年。这 10年里，光
搬家就六七次，“最狼狈的一次”是人还
在外面，家当就被扔到了走廊里。回去后
才知道自己租的是隔断房，隔断墙被检查
人员砸开了，鞋散落了一地。2021 年，

杂志所在的集团重组，“鱼头”被裁员
了。像很多人一样，她决定用旅行开启

“重获自由的人生”。没想到的是，刚刚到
达西北小镇，便赶上了“隔离”，好在 14
天后，她和两位隔离期间相识的大姐结伴
继续上路了。

一路上，两位大姐格外关照“鱼头”，知
道她不吃辣，每次点菜都以她的口味为主。

“鱼头”不知道怎么回报，就一直给她们拍
照，走到哪拍到哪。回到北京后，“鱼头”把
照片整理好发给她们，一天后，其中一位用
微信转来了 3000 元，说“我们一路享受美
景，你悄悄地拍了这么多美好的照片，也没
有玩好，谢谢你”。“鱼头”没有收这笔钱，但
受到鼓励的她对摄影开始“上瘾”，先是跟
着网上自学拍摄、修图，后来花了 9800 元
报了个线下的摄影培训班。那时，她还没想
过靠旅拍赚钱，想着能做个旅行类的博主
也不错，毕竟“人人都是摄影师的今天，还
有谁需要专业摄影师？”但她渐渐发现，在
社交媒体上越来越频繁地刷到有关旅拍的
内容，不仅仅是传统的旅拍婚纱照，逛个胡
同、露个营、学个冲浪，都有可能特意请摄
影师拍照。

“鱼头”的感观和一些统计数据呈现的
趋势基本一致。根据某生活类社交平台的
站内数据显示，今年 1-5月，旅拍内容的搜
索同比去年上涨了 40%，其中，旅拍视频的
搜索增长高达 159%。除了传统的旅游景

点，沙漠、海边、公路成为新的热门拍摄地。
某行业咨询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随着疫
情后旅游市场的复苏，2023年中国旅拍行
业的市场规模预计接近400亿元。

“鱼头”接的第一单旅拍正是在今年的
清明假期。曾经一起上摄影课的同学因家
中临时有事，拜托她接手拍摄环节。得益
于同学前期和客户的充分沟通，两天的拍
摄很顺利。“这一次促使我下决心真正开
始旅拍。”

“鱼头”日常的拍摄订单以北京为
主，故宫、鼓楼去得最多，但似乎每一次
都有意外出现。不是现场人太多，客人很
难沉浸在拍摄氛围中，拍照变成了“打
卡”；要不就是约好的拍摄日期突然赶上
了暴雨；要不就是在拍摄地遭到居民或者
管理人员的驱赶。

如今，故宫博物院发布的《故宫博物院
参观须知》明确规定：“未经我院允许，禁止
商业性拍摄等非参观游览活动。”商用摄
影、摄像器材，如反光板、落地式三脚架、稳
定支架等都被禁止携带入内。同样禁止商
拍的还有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国家博
物馆、北京环球影城等。

“鱼头”今年夏天在西安旅拍时，也遇
到了多个景区对商业拍摄的限制。她理解
禁拍是对古建、文物和参观安全与环境的
必要保障，也是对旅拍行业有序地规范。相
比而言，更让她头疼的是同行的“内卷”。网

上传言古城丽江“三步一个鲜花饼店，五步
一个写真店”的情形正在越来越多的旅游
目的地复制。

今年 8 月，网友“岁岁念”在社交网络
上放出了自己和朋友在肇兴侗寨旅拍的几
张照片，吐槽商家最后“交货”的精修图还
不如用手机自拍的图片，比“恶搞表情包都
丑”。“岁岁念”和朋友选择的是“299 元套
餐”，商家提供一套服饰以及化妆和拍摄服
务。但无论是商家的化妆和摄影技术，还是
服务态度，都让“岁岁念”感到一言难尽。

“岁岁念”希望曝光商家，让后来人“避坑”。
事实上，周边打着旅拍广告的大部分商家
几乎如出一辙，相似的店面、服装租赁、化
妆风格、拍摄地点，甚至报价更低。在被
戏称为“卷中卷”的四川旅拍圈，一条

“旅拍挣的钱还不如去快餐店铲薯条”的
留言获得了摄影师们的高赞。

“这不就是景点留念照吗？”看到“鱼
头”给客人在故宫拍的华服照，妈妈问
她，30 多年前她去北京出差，站在天安
门前请师傅拍一张留念照，是不是也算旅
拍。其实，究竟何为“旅拍”，行业内也没
有清晰的界定。

“旅拍”在国内兴起时，是和婚纱摄影
绑定在一起的，特别是几名演艺明星旅拍
婚纱照的广泛传播，让更多人了解了旅拍。
后来，因为旅行真人秀节目的火爆，“旅拍”
被延展到更多领域。有人说，“旅拍”是商业

摄影创造的概念。“现在有多少需求不是被
制造出来的？”“鱼头”念大学时，曾经“囫囵
吞枣”地读过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消
费者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的观点
让她印象深刻。

在钱包还是日常必需品的时候，“鱼
头”的钱包里放着一张一家三口的合影，是
在青岛海边拍的，9 岁的她歪靠在爸爸的
肚子上，妈妈穿的是蓝色波点的泳衣，笑得
闭上了眼。她说，日常生活里，很少看见妈
妈笑得那么开心，“这大概就是旅游的意义
吧，短暂逃离不好也不坏的日常”。那时每
次掏出钱包时，她都会禁不住和照片中的
妈妈一起翘起嘴角。

随着旅拍经验的不断积累，“鱼头”愈
发认同“旅拍从根本上是提供情绪价值的
服务行业”，也许很难在摄影技术上达到最
好，但要努力理解顾客的心理需求。她希望
每次拍摄都能为顾客留下这样一张能“放
在钱包里的照片”。

但“鱼头”也担心这只是她作为摄影
师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在“岁岁念”发
布的商家修图和手机自拍修图的照片里，

“鱼头”看到的是商家不够专业的技术和
服务水平，还有消费者被数据推送塑造
的 狭 隘 的 审 美 取 向 。 她 在 评 论 区 敲 下

“手机算法真好看”，不过想了想还是取
消了发送。

“我还是先修炼自己吧。”经过这次
“差点在镜头中找不到顾客”的国庆长假
旅拍，“鱼头”决定回到北京后，报个驾
校学开车，再多了解一些和旅游相关的知
识和技能，向着“司机+导游+摄影”多
面手努力。在她的理解里，无论是对消费
者还是摄影师来说，旅行体验是旅拍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手旅拍摄影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诗童

金碧辉煌的故宫坐落在画面中心，万

里长城翻越巍峨群山，从玉制的窗框中延

伸出来，五爪金龙盘旋画面之间，呈现出

龙脉升腾的磅礴气势……这就是海峡两岸

青年数字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数字艺术藏品

《中国版图-北京》。近日，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采访了来自中国台湾的数字艺术家、

上海交通大学集团设计研究总院文旅院副

院长鲍达芃，讲述“大美中国”数字艺术

藏品诞生的故事。

“ 《中国版图》是‘大美中国’数字

艺术文化工程中第一个系列数字艺术藏

品，其最初的想法是邀请海峡两岸的数字

艺术设计师，特别是青年设计师一起创作

一系列主题绘画作品。用设计的语言将中

国版图上 34个省（区、市）的人文风景、民

俗风尚、历史典故、有代表性的动植物等

国之瑰宝、文化传承，再一次展现在大家

的视野中。”今年 4 月，鲍达芃带领上海

交通大学规划研究总院和 LEDC台北光环

境设计中心的 18 人团队共同开启了 《中

国版图》版权类数字藏品的设计创作，其

中有一大半是台湾青年。

数字艺术藏品生于硅谷，它的出现为

用户提供了长期的趣味性和社交性，也为

实体经济注入新活力。2017 年，第一个

“加密朋克头像”一经面市就成了年轻人

和科技潮人纷纷追捧的“身份象征”。当

数字藏品进入中国，只有和中国的文化、

传统、底蕴充分融合碰撞才能真正成为中

国的“文化象征”。

然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

博大精深，如何用新兴的方式呈现两岸青

年心中共同的“大美中国”，做到“通过

一张图来认知一个地方”？怎样设计出能

够代表中国的数字藏品？无论是大陆青年

还是台湾青年，这都是一项“触及情怀”

的工作。这也对这个两岸融合的艺术家团

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能通过

《中国版图》，把科技和艺术连接在一起，

把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打破隔

阂，也把台湾和大陆的人心连接在一起。

比如，提起故宫的 IP，大陆设计师

的印象是壮观的建筑、悠久的历史，而在

台湾设计师眼中则是台北故宫的“翠玉白

菜”“东坡肉石”“毛公鼎”等典藏。团队

在交流中碰撞出了共创的火花，随着讨论

的深入，他们发现大陆设计师更能总览中

国的人文地貌和非遗传承，在传统音乐和

地方美食上如数家珍，而来自台湾的设计

师恰好能用插画的形式，表现出中国文化

的气质和内涵。“插画的形式比传统的水墨

风格更容易贴近年轻人的口味，又比当下

流行的赛博朋克风格更加内敛，能够实现

‘叫好又叫座’。”大陆青年设计师黄滢说，

“《中国版图》所体现的‘国宝、国潮、国韵’，

也是我们此次设计的着力点。”

要用心做好传承和创新，还需要大量

采风来认识真实的中国。两岸设计团队多

次走进北京、浙江、广州、四川等地的历

史文化景点和自然旅游景点，因此，在韵

味和意境的把握上也更加贴近。比如北京

篇的画面中，不管是中国红的用色，还是

五爪金龙、长城、太和殿这些元素的应

用，都强调了大国首都的气势；浙江篇的

意境则立足在唯美和一个“情”字之上；

广州篇想表达的是簇簇茶棉和猛虎下山所

呈现的生机勃勃；而四川篇则体现了天府

之国的“巴适”和慵懒。鲍达芃介绍：

“像北京的故宫、杭州的西湖、成都的

‘熊猫’，以前大家都是从台湾新闻上得到

资讯。对团队来说，走进当地人文和自然

旅游景点的过程，也是一次学习和认知提

升的机会。”

作为中国台湾台北科技大学绿建筑研

究所和中国文化大学创意科技中心的客座

教授，鲍达芃每次回到台湾做讲座，都会

向台湾青年介绍来大陆旅游的必去“打卡

点”。从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海派的

夜景文化到浙江的西湖、雷峰塔、莫干山

的名人故居，鲍达芃说，在台北故宫能看

到著名的 《富春山居图》，他也希望台湾

青年看过黄公望的真迹，有朝一日还能到

今天的富春江走一走、看一看，真正领略

祖国的地理和人文。

从 2007 年第一次受邀来到大陆、参

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夜景观工程建设，到

2009 年的广州亚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

会等夜景观工程的建设，再到近年来走进

浙江、安徽和江苏等地的乡村，参与休闲

农业旅游建设，协助打造莫干山等乡村度

假旅游模式……15 年来，鲍达芃见证

着、参与着大陆旅游业的发展。他说：

“把一个作品做好的成就感是很令人享受

的。《中国版图》 既能够让我们艺术家的

想法得到很好的表达，又能帮助地方文化

得到一定的弘扬，还能让世界通过数字艺

术的方式更了解中国，让两岸同胞更了解

自己的家乡和祖国。如果有一天，大家争

相收藏一张或一套 《中国版图》并引以为

傲时，我们的内心将是最享受的。”

两岸设计师联手描绘数字艺术里的“大美中国”

□ 沈杰群

今年国庆假期，是新冠疫情后我第
一次踏出国门。很久没有出国旅行，此番
重启的初体验是：要努力捡回一点英语
和旅行技能。

和以往自信驾驭全程的体验不同，此
次一路上免不了迟钝、慌乱和迷糊。磕磕绊
绊一天下来，既开心也茫然，旅伴总要感慨
一声：“感觉旅程不丝滑。”但好在我们心态
还不错。既然已知道很难跟得上计划，那
就主打一个随遇而安的松弛感好了。

也许，突然的变化，那些看似不完美
的瑕疵，能给旅行开启不一样的体验，因
此收集到一些特别的风景和心情。

比如，我们以为这个时节东南亚应
该到了雨季的尾声，但事实证明雨季的
尽头还是雨季。毫无参考价值的天气预
报，让我们时不时被大雨困住。原本计划
从老挝首都万象飞到琅勃拉邦，一场暴
雨，让我们不得不放弃乘飞机。但也正是
因为糟糕的天气，让我偶然体验到了在
新闻里看到过的中老铁路。

我们用手机线上购票，一张动车票折
合人民币100多元。在万象火车站，车站上
方中间有硕大的汉字“万象”，我们立马去
站前广场拍照。火车站内部售票厅、候车
厅以及车厢的布置，都是“熟悉的国内配
方”，车票上也印着中文。乘务员推着零食
车经过时，我看到了不少中国食品。

坐着中国制造的动车在国外旅行，
体验和滋味很独特。我们还遇到了其他
中国游客，他们是专门冲着“体验坐火车
出国”而来的。

中老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
万象，全程1035公里。今年4月，中老铁
路正式开通了跨境的双向客运通行。如
今，从昆明坐动车到万象，朝发夕至。去
琅勃拉邦的一路上，我们看着车窗外掠
过的崇山峻岭、村落人家，能更沉浸式地
欣赏这个国家的自然风景，也深层次体
会到这条铁路线的意义。

这次行程让我发现，计划之外的偶然
也会有好事发生。在世界遗产之城琅勃拉
邦，依次打卡一个个“必去景点”是每个游
客的基本操作。而古城的魅力，也不只存
在于王宫、香通寺等著名地标中。并不固
定的旅行路线，让你行走的每一步、抬眼
遇见的每一个角落都涌动着鲜活的生机。

某天早晨，我看晴空万里，出门闲逛
没带伞，结果发现这里的大雨会随时毫
无预兆地突袭。每当暴雨落下，街上的游
客们立马钻进旁边的咖啡店，待到雨停
了再继续出来漫步。仅仅半天，我打卡了
三四家咖啡店，还顺带逛了小巧精致的
手工艺品店，和同样因躲雨而进店的其
他国家游客默契地相视一笑。

天气好的时候，城中普西山顶会挤
满了看日落的游客，在太阳落下的那一
刻集体呼喊一声“喔”，然后纷纷散去。

夕阳虽美，然而最戳中我的一瞬间，
却是下山时看到夜幕降临之际，王宫外的
夜市热热闹闹一字排开，升腾起当下的人
间烟火。这一刻让人莫名感动，白日里拜
访完古老、沉静的时间痕迹，夜晚又被拉
回到日常热浪中。就是那一朵朵短暂而动
态的生活“浪花”，成就了每一种“永恒”。

假期后半段转场去泰国的海岛，经
历也与以往颇有不同。

从前去海岛都有一套常规操作：抵
达很美的海滩，游泳、潜水、吃喝、出海、
拍照……而这次，一些奇特的偶然激发
出了新的体验。例如我忽然脑洞大开，决
定和寻宝一样好好深度探索一下所住的
酒店，结果惊讶地发现，酒店里还藏着一
个“鲨鱼保护区”。我看到了鲨鱼卵以及
几个月大的小竹鲨，还在工作人员指导
下给它们喂食，并详细了解了从鲨鱼卵
的孵化到它们回归海洋的全过程。

想到以前每次出国旅行，我总会对
“视觉盛宴”怀有很高的期待，把行程安
排得满满当当，甚至需要掐准时间点“特
种兵式打卡”。如今，这种松弛的状态，倒
给予了我前所未有的快乐。

看似磕磕绊绊并不细腻的“不完美
旅行”，也可以是很美的旅行。尤其，如果
你是一个怀揣积极心态和可爱脑洞的游
客，那么这份明朗阳光之心也会快速传
递、互相感染，书写别样的珍贵回忆。

﹃
不
完
美
的
旅
行
﹄

也
可
以
是
很
美
的
旅
行

海峡两岸青年数字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数字艺

术藏品《中国版图—北京》。 受访者供图

搭子游成为年轻人长假出游“新宠儿”。 视觉中国供图

旅游观察

你好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