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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咬文嚼字》编
辑部公布了“2023 年十大
流行语”，“特种兵式旅游”
位列其中。走红背后，折
射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义
无反顾地奔赴“诗和远
方”，本质上是大众旅游向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一种
表达。

其实，“打听式旅游”
不是什么新型旅行方式。
近几年，各种旅行攻略大
行其道之后，大家更习惯
上网看分享做攻略了，虽
然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很多
旅行攻略，但随着类似“网
红滤镜”等套路增多，年轻
人开始选择返璞归真，有
了“与其做好了攻略被坑，
还不如随意一点，走到哪
里算哪里”的心态。“打听
式旅游”多了一些松弛感，
增加了旅行随机性，更能
为旅程带来意想不到的惊
喜感。

一方面，选择“打听式
旅游”的游客可以不再受
制于攻略和行程安排，避
免因为繁忙的行程而失去
游玩的乐趣，一定程度上
改善了因为攻略踩坑、网
红打卡地景色与实物不符
等问题。另一方面，“打听
式旅游”中游客与当地人
交流互动，能够更好地融
入当地生活，沉浸式体验
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拥
有了更加多元化和丰富的
体验选择。旅行者可以通
过与当地人的交谈，在普
通街道上闲逛，去探索那
些隐藏的、只有本地人才

知道的独特风景、特色美
食、风土人情，等等。这恰
恰符合年轻人对多元化、
个性化旅游产品的追求。

在“打听式旅游”话题
下，青年人群也有着各自不
同的看法。有些网友认为，
旅游是一个探索未知之地
的过程，如果一切都在掌握
之中，一切都在意料之内，
那么旅行就会失去其本身
的意义；也有网友分享了自
己被宰的经历，例如出租车
司机收回扣，“热心”带游客
去吃正宗美食，但把游客拉
到“价格蛮有特色，味道的
确一般”的目的地；还有网
友表示因为没有做攻略而
错过了某个景点，等在网上
看到别人的打卡后又会感
到遗憾。

“其实旅游中的这些
遗憾，可以当作下一次再
光顾的理由。”有网友认为，
无论哪种旅游方式都有利
弊，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平衡办法。

“或许也可以把‘特种
兵式’和‘打听式’结合起
来。”在“打听式旅游”的相
关话题下有网友表示，想
要完全放弃攻略确实有困
难，但完全按攻略又好像
很受束缚，将二者结合或
许是旅游方式的“最优
解”——可以提前确定好
要去的几个景点，以此为
大方向，然后随着自己的
节奏，一路走一路问。不
会迷失方向，也不会紧赶
慢赶，在松弛的节奏下感
受属于自己的“完美旅行”。

“特种兵式旅游”退潮，让旅游回归松弛

年轻人开启“打听式旅游”
N央视财经 羊城晚报 北京青年报

凌晨一两点坐绿皮火车，拿着攻略一天逛完N个景点，日行三四万步，赶完景点赶早八……在“青春没有
售价，疯狂就在当下”的劲头下，“特种兵式旅游”曾爆火全网，年轻人旅游一度追求一张攻略、极速“打卡”。

在这波打卡式旅游热潮退去后，主打随性的“打听式旅游”又开始受到年轻人的青睐。边打听边旅游，走
到哪玩到哪，从依赖线上攻略，回归线下真实体验，通过与当地人交流互动，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沉浸
式体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这种新旅游法又为年轻人体验世界打开一扇新大门。

“师傅，您知道这附近有
什么好吃的吗？”“老板，这附
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叔叔阿姨，我们这有什么特
色吗？”——最近，不做攻略、
不赶时间、走哪玩哪，主打随
性的“打听式旅游”开始受到
年轻人的青睐。

在微博平台上多位博主
发起的#你会尝试“打听式
旅游”吗？#话题投票中，不
少网友表示：“会，感觉很有
意思。”有网友评论，“打听
式旅游有一种开盲盒的快
乐”“我一直是这种旅游，下
了飞机直接坐出租车就开
始打听……”，也有网友说
自己遇到的人都很热情，按
他们的推荐玩得更开心，觉
得向路人打听是很好的旅
行方法。支持“打听式旅
游”的网友普遍主张旅游是
一个探索未知之地的过程，
如果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旅

行就会失去其本身的意义。
他们普遍认为，在路上被忽
悠的概率比看网上攻略“踩
雷”的概率低得多。

不过还有近一半网友认
为旅游前需要做好攻略，规
划好行程。至于原因，有的
说自己是“社恐”，难以鼓起
勇气向陌生人开口打听，只
好选择自己规划旅游路线。
有人觉得路人推荐的都是攻
略上有的，大概率问不出什
么，能打听到的“意外之喜”
不多，还有可能被推荐到一
个人特别多的景点，旅游的
体验感会变得更糟糕。也有
人担心如果向司机打听，会
暴露游客的身份，被推荐到
距离更远的地方，被“宰”更
多的车费。不少网友认为应
该攻略和打听相结合，灵活
调整行程安排，把最想去的、
最想做的完成，再随意根据
路人的推荐游玩。

为什么很多游客选择
“打听式旅游”？“打听式旅
游”的魅力何在？

在广东长大、正在广州
读书的大学生苏莹是一位
旅游爱好者，这几年已经去
过好几个省市旅游了。不
管去哪里旅游，她都会做足
了攻略，不浪费一点时间。
出发前她会找出地图圈圈
点点，规划路线，哪个时间
段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什
么地方，都被一一捋顺。朋
友排队等饭，她就和另一个
朋友分开去攻略推荐的店
里买小吃，回到饭店会合，
也刚好排到自己吃饭，时间

被掐得刚刚好。苏莹觉得
旅游应该以攻略为基础，以
现场打听为辅助，来促成一
场满意的旅行。不过，当把
攻略里想看的想吃的都体
验后，她在听到路人说某个
园区值得去时，便马上向打
听来的景点出发。苏莹觉
得正是因为随机打听，她的
旅行才变得更加完美。

现在老家湖南生活的
创业者杨洪斌在好几个省份
工作过，他喜欢自己在国内
到处跑，“打听式旅游”对他
来说不算陌生。早些年，他
的一趟杭州之行可谓毫无准
备，全靠打听。“我只知道要

去西湖这个景点，至于西湖
里面要怎么游览，一概不
知。”杨洪斌并不在乎攻略怎
么说，也不打算将所有景点
看一遍，比起“特种兵式”的
旅游，他更希望自己是出门
散心的本地市民：“有空就走
走看看，没看完下次再来嘛，
又不是只有一次去杭州的机
会，留白才更有吸引力。”

杨洪斌说，他到杭州后
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西
湖，在西湖外围走了一下就
打车离开了。他选择向司
机询问推荐景点，“接下来
要去哪看、去哪吃、买什么，
全在车上得到了答案，并且

在司机推荐的丝绸店门口
下了车”。他按照司机的推
荐游了一遍，就买了回广东
的机票。但在离开的前一
夜，另一位司机向他推荐了
机场附近的一家宾馆，说是
价格优惠，距离方便，第二
天早上还能送他到机场。
于是司机安排他中途下车，
和另外一群人挤上了一辆
面包车，去了郊区的一家小
宾馆。“宾馆环境可以说是
简陋，晚饭也是自己去超市
买的方便面。”杨洪斌知道
自己被“坑”了，但第二天一
早他还是如期被送到机场，
结果并不算坏。

八宝的“打听式旅游”
来得自然而然，因为八宝
和男朋友本就都是“说走
就走”的性格，比如早早定
下的洛阳之行，到了车站
才发现，俩人谁也没做攻
略，于是一趟“打听之旅”
顺势开启。

“特种兵式旅游”让八
宝觉得自己一直被推着
走，“我今天行程上面写了
这个东西，我就有今天一
定要完成的心情，跟被布
置了作业似的”。而“打听
式旅游”则让她觉得轻松，

“我想出门再出门，想开始
玩了就随机打听”，没有人

“布置作业”，可以尽情享
受自由的旅程。

刚工作不久的广州女
生小文则认为，旅游是一

件很难办的事情，“不管做
不做攻略，打不打听，都
很难玩得美满”。她介
绍，数年前和家人去浙江
旅游，按照攻略在机场买
好大巴车票去附近的乌
镇玩。抵达乌镇后却发
现攻略“避重就轻”，只说
好，不说坏。例如，乌镇
的西栅商业化已经非常严
重了，随处可见的商铺，人
头攒动，小文只好去没什
么游客的地方观光。当她
第二天去乌镇的东栅，看
到本地人开的早餐铺、小
孩子在店门口打闹、阿婆
在河边洗衣服，她觉得这
些攻略没有说到的东西、
没有被人关注到的地方，
才是她作为游客来到乌
镇真正想看到的。

随性打听式旅游
有支持也有疑虑

不做攻略靠打听 或让旅行更完美

没有人“布置作业”
尽情享受自由的旅程

“打听式旅游”
折射个性化需求

旅行中的随手拍

旅行中不期而遇的民宿

旅行中靠打听
偶遇的美好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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