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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三伏天，高温不断，在湖南
长沙游玩的年轻人却兴致不减。与往
年不同的是，他们不再一股脑涌向橘
子洲头、五一广场等网红打卡地，而
是喜欢往寿星街、都正街、西园北里
等老巷子里钻。“现在流行玩 City-
walk，用长沙话说就是‘打流’（在
外游荡） 嘛！”和朋友一起来长沙旅
游的大学生龙帆打趣道。

据了解，Citywalk （译意为“城
市漫步”） 起源于英国，原是一种由
专人带队，以徒步方式走过特定路
线，学习并分享城市历史文化知识的
社交活动。如今作为深入城市街头巷
尾、追求沉浸式体验的旅行方式，正
在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在小红书平台
上，Citywalk话题相关笔记超过47万
篇，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
等城市成为Citywalk热门目的地。看
似平平无奇的“遛弯儿”式玩法，为
何能成为潮流？在城市中漫步，又有
哪些新鲜体验？

走读城市这座“博物馆”

“如果不是专人讲解，我还不知
道过去的人站在银锭桥上就能看见西
山。”从上学到工作，闫女士已经在
北京生活了快 15 年。自认为对什刹
海、鼓楼等区域了如指掌的她，在陪
外地朋友参与有人导赏的Citywalk活
动后，有了新的发现。

《中国旅行消费趋势洞察白皮书
（2023年版）》 显示，小众独特、自
在 松 弛 、 未 知 惊 喜 、 深 度 在 地 是
2023 年旅行消费的四大新趋势，这
从侧面揭示出 Citywalk 走红的原因。
城市本身就像一座博物馆，已经为人
熟知的景点是知名“展品”，而在

“博物馆”的各个角落，还有印证历
史沧桑、记录独特风韵的小众宝藏。
导赏人员通过深入挖掘，将有故事、
有意思的地点整合成步行路线，让参
与者在行走与观察中接触新知识，产
生新发现，能够满足他们对独特性和
新鲜感的要求。

除了跟随提供导赏服务的组织一
同漫步，根据个人兴趣制定个性化的
路线，深入城市肌理，感受城市烟火
气，也是年轻人喜欢的 Citywalk 方
式。走过骑楼、在保存完好的近代建
筑前合影留念、品尝巷子里不知名的
地道小吃，90 后女生娜娜从广州的
越秀南路走到文明路，真切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新旧更替、古今交融。

“当地人捡拾落在地上的木棉
花，我走过去看，人家顺手送了我几
朵 ， 还 告 诉 我 花 朵 晒 干 后 可 以 煲
汤。”在娜娜看来，比起走马观花式
的景点打卡游，用脚步丈量城市、与

当地居民产生互动的Citywalk充满惊
喜，更有趣味。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旅游市场全
面复苏，短途奔袭、追求宣泄的“特
种兵旅游”热度在下降，越来越多人
开始回归旅行的本质，希望放慢脚
步，以贴近当地人的方式理解城市的

过去与现在，在松弛感中享受旅行，
这也是Citywalk受欢迎的原因。

重新关注“消失的附近”

Citywalk并非游客专属，一座城
市的居民同样可以来一场家门口的

“微旅行”。相较于精心规划、按图索
骥，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是他们更偏
爱的漫步方式。

在上海，绿树成荫的衡山路—复
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有个更好记的名
字——“梧桐区”。这里既有花园洋
房、历史建筑，又有茶咖书屋、新奇
小店，在附近上班的王一航喜欢来这
里散步。王一航告诉记者，自己在这
里发现过好吃的甜品，还找到一处适
合拍照的彩色外墙，感觉“像拆盲盒
一样”，解锁出许多惊喜。

携程相关负责人认为，Citywalk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走红，与年轻人
当下持续增加的精神需求有关。两点
一线的忙碌生活，让年轻人对习以为
常的附近地带缺乏真正的了解，而在
日常生活的城市中漫步能再次发现

“消失的附近”，建立起对城市的认同
与归属感，收获与去远方旅行类似的
治愈感。

当下，Citywalk热潮正从一线城
市向其他城市扩展，青岛等地已将
其列入促进文化旅游休闲的行动方
案，福州城市森林步道成为漫游城
市、畅享森林的好去处，越来越多
人通过步行，重新认识并再次爱上
所在的城市。

跨界联动创造新玩法

Citywalk 正在催生文旅新时尚，
如何借助这种玩法盘活城市文旅资
源、形成新的消费场景？马蜂窝旅游
研究院院长冯饶认为，从业者可以考
虑将Citywalk与年轻人感兴趣的主题
相结合，为不同兴趣圈层提供细分的
旅游产品与服务。

夏日炎炎，冷饮是许多人旅途中
的“刚需”。位于广州市、深圳市热
门 商 圈 的 12 家 冰 品 店 合 作 推 出

“Citywalk吃冰路线”，吸引年轻人前
往品尝各种创意冰品，一边逛吃，一
边拍照打卡，还可以到指定门店参与
扭蛋抽奖等活动，将城市漫步与美食
探店活动相结合。

在江苏南京，到芥子园感受李渔
《闲情偶寄》 的休闲雅致，乘坐秦淮
画舫感受杜牧笔下“夜泊秦淮近酒
家”之景，探乌衣巷，临桃叶渡……

“古人版 Citywalk”旅游路线将秦淮
河、牛首山、紫金山、莫愁湖、燕子
矶等地标串联起来，引导游客近距离
感受南京延续千年的历史文脉。

业内人士认为，Citywalk目前仍
是零散的休闲活动，还未形成成熟体
系，下一步可探索延伸至更多业态，
包括与商户、博物馆、艺文机构等跨
界合作，形成城市与城市的联动，推
出更多新玩法。

徒步寻觅新趣 享受自在惬意

年轻人爱上城市漫步
本报记者 朱金宜

天山脚下，广阔牧场，秀美如画。盛夏
时节，我投入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怀抱，饱
览她的美丽，感受她的气息。

离开和静县巴仑台大西沟，登上查汗
努尔达坂的山坡，就进入巴音布鲁克草原
了。一条清幽小溪蜿蜒西去，流过额尔宾
山北坡下的漫漫草地，直到巴音布鲁克镇
附近。溪流至此已汇聚成河，河水穿过断
口，又折拐向东，进入额尔宾山以南的茫茫
绿地。这条绕山小河，连同下游穿越数百里
峡谷直至博斯腾湖的河段，统称开都河。

开都河流经额尔宾山南北两侧，滋养
着巴音布鲁克草原。放眼望去，雪山峻岭
下辽远的平野与山坡上，尽是望不透的碧
绿。草原上，零散分布着一顶顶白色的敖
包和牧民的砖房，羊群、马群和牛群静静
地吃草，缓缓地走动。这里面积广阔，溪河
漫滩流淌，草甸沼泽遍布，滩坡水草丰茂，
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沿着雪山下的巴音郭楞河向东行进，
在整个巴音布鲁克草原上走个来回，几天
下来，我深深沉醉于草原美景，也与周围
的牧民交往相熟。

清晨，我闻着草地的清香，向远处瞭
望。一层乳白色的雾气紧贴草地，依偎山
峦，先是凝滞不动，继而缓缓浮升，宛若张开的巨大帷幕。太阳尚未露头，
天空渐渐明朗，高远的雪峰银亮亮地闪着光。帷幕似的雾气前面，草色茵
茵，空气湿润，毡房像镌刻在绣毯上的浮雕，羊儿像撒在绿海上的珍珠。

当太阳从雪峰后跃出，草原又展现出另一种秀美模样。碧绿的原野
和向阳的山坡，在阳光的照耀下愈加明丽。平展展的草地上，牦牛们身披
阳光，四散开来，黑头绵羊群已经漫上草坡，游云似的依着山势移动。毡
房外，头挽包巾、身着毛衣的牧女蹲在母牛腹下，膝头夹着木桶，忙碌地
挤奶收奶。旁边拴着的十几头牛犊，或卧或站，顽皮地哞哞叫，样子很是
可爱。

到了正午，巴音布鲁克草原依然凉爽。天鹅、斑嘴鸭等水生鸟类在草
甸上、河湾里觅食嬉戏，不时扑啦啦飞起，在草地与河面上空鸣叫。众鸟
与畜群相伴，是难得一见的美丽景致。在额尔宾山南部，“九曲十八弯”
的景观是巴音布鲁克特有的壮美景色。蜿蜒绵长的河流，柔和地向远处
延伸，仿佛大自然的神奇巨手在草原上甩出一条“之”字形绢带。待到夕
阳西下时，每一段迂回的河面上都倒映着日影，人们将这种奇观称作“九
阳共生”。

临近黄昏，斜阳映照下的草原明朗而温柔。畜群渐次回归毡房附近，
静卧一片，悠然自得。毡房顶上升起晚炊的白烟，香喷喷的羊肉煮熟了，
亮黄的面饼烙成了，味道醇厚的奶茶烧开了，浓郁的美酒也倒满了。马头
琴的音韵与悠长的歌调，与美食的浓香一同飘荡。牧民们的歌声自由而
又激扬，情感充沛，令人动容。我在牧民毡房借宿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
是这样歌酒相迎，其情其意，真如草原一般浓绿、酒浆一般醇美。用刀削
下一块羊肉，接过主人敬奉的美酒，在歌声中且食且饮，我被草原牧人的
生活情趣深深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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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运河古道的晚风中，通济桥和舜江楼被梧桐掩映，端坐在
姚江的桨声灯影里。

在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姚江一水中流，在城内蜿蜒流淌。这条
古老的运河荡漾着水波，宛如多情的眼眸。我喜欢她端庄隽秀的江南
性格，更喜欢她辉煌厚重的历史遗存。这里既有始建于北宋时期的通
济桥，又有心学大师王阳明诞生之地瑞云楼，后世又将王阳明及其弟
子的思想称作“姚江学派”。

华灯初上，舜江楼前的历史文化街区被晚霞涂抹得绚烂夺目，通
济桥下有观光船来往穿梭，皮划艇在姚江微漾的水面上漂浮着，宛如
朵朵睡莲。渔翁披着夕阳，青葱的芦苇丛中传出阵阵摇橹声。行至念
德桥，穿过舜江长廊，在凤山东麓的姚江之畔，矗立着一座气势恢宏
的公共文化中心，似巨鲸卧波，又如巨轮起航。这座集大剧院、图书
馆、文化馆、活动中心等设施于一体的建筑，是余姚市最大的文化综
合体，向世人张开怀抱，承姚江文化，望千年风流。

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在姚江交融，塑造着余姚的气度与风韵。千
百年来，浙东运河缚水为曲、楫橹作歌，滋养着广袤的宁绍平原，江
南水城应运河而生，逐渐形成了余姚等运河城镇。在余姚，浙东运河
以姚江为主体，稻米果蔬、棉花盐粒、越布姚纸、越窑青瓷等物产从
这里运往内陆与外海，浙东运河也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端点
之一。

余姚市丈亭镇是中国大运河古镇，丈亭老街临水而筑，位于姚江
与慈江交汇处，三面环水，被称作余姚的“三江口”。四通八达的水
道，使丈亭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南宋诗人陆游曾从绍兴出发，乘
船沿着运河水路来到丈亭，挥笔写下“姚江乘潮潮始生，长亭却趁落
潮行，参差邻舫一时发，卧听满江柔橹声”的诗句。

如今，丈亭这个运河重镇，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注重在开发中
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在建设新型城镇、方便百姓生活的同时，保留
了老街原貌。木门青瓦，弄堂交错，时光的苔藓将老街洇染得略显沧
桑，街边屋前挑檐上的精美雕饰，诉说着运河古镇昔日的繁华与荣
光。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固河堤，并在河堤上修筑一米多高的玻璃围
栏，古老运河仿佛变成老街居民放在自家门前的“景观鱼缸”。开门见
河，推窗赏月，成为运河人家寻常的生活剪影。

凭水临风，举目南望，远处的四明山似一幅奇画，张贴在翠浪碧
波之中，又似披挂仙袂的少女，飘然出尘。在山中，好客的山里人用
白瓷杯端出自制的茗茶，挂于翠谷的百丈瀑布是像白练一样的活水，
它或许也牵系着运河源头。

浙东运河，像父亲额上的皱纹，像母亲枕边的歌谣，是南北运河
相亲相拥的血脉，是将江南风物人情运往海上丝绸之路的小径。我在
这河边长大，愿长久聆听运河的古韵新声。

浙东运河碧波起
柯亚莉

《我们巴蜀男儿汉》《我爱你中
国》……近日，一场音乐演奏会在川
渝两地同时举行，一首首经典曲目在
四川阿坝达古冰川景区唱响，而为其
伴奏的音乐家却身在千里之外的重庆
奉节“三峡之巅”景区，通过视频连

线方式参加演出。
这场互动表演不仅让观众“穿越

时空”，沉浸于两地的音乐和美景之
中，也见证着重庆、四川携手推进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

川渝两地多姿多彩的旅游资源一
直广受游客青睐。但过去两地文化旅
游联动不足，发展潜力未能充分释放。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
入推进，去年 5 月，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重庆市人民政
府、四川省人民政府出台《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规划》，携手拓展文旅
市场，合力培育文旅新业态，共同开
展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加快打造世界
级休闲旅游胜地。

进入暑期，来自福建的游客熊
斌和亲友们走进四川乐山大佛、重
庆武隆天生三桥等景区，近距离感
受川渝文化和自然遗产之美后，直
呼“安逸”“巴适”。

世界自然遗产主题游、长江上
游黄金水道主题游、民族风情主题
游……近年来，川渝将一大批知名
景 点 串 珠 成 线 ， 联 合 发 布 主 题 精
品线路 70 余条，吸引了大量外地
游客。

都市体验游、生态康养游等新
业态近几年逐渐兴起，川渝两地依
托活力都市、魅力山水等特色资源
优势，通过业态共创、项目共建、
品牌共推、客源互送等机制，共同
培育壮大文旅消费新业态。

重庆洪崖洞、成都宽窄巷子作
为川渝两地都市游的地标景点，一
起组成“宽洪大量”文旅组合，在
市场营销、产品互推、游客导流等

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今年“五一”
假期，两景区携手推出数字徽章送
祝福活动，采用交互数字藏品引领
游客沉浸式享受都市旅游。

“只需出示预约二维码和身份
证，便能畅行四川西岭雪山、四姑娘
山几大景区。这次川西之旅光景区门
票就节省不少。”重庆市某企业职工张
成玉说。

这一良好出游体验，得益于川渝
两地整合景区景点、演出项目、文博
场馆等文旅资源，推出的“百万职工
游巴蜀”旅游年票活动。截至 6 月
底，已带动近 90 万人次出游，累计
拉动消费9亿元以上。

盛夏时节，重庆大足石刻文创
园内，清脆的凿石声此起彼伏，国
家级非遗项目“安岳石刻”的县级
代表性传承人高万里正带领工匠们对
着初具雏形的石刻造像精心雕琢。展
厅内，一件件精美石刻艺术品令人流
连忘返。

川 渝 两 省 市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丰
富，文物古迹众多。随着巴蜀文旅
走廊建设推进，两地围绕文物考古研

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合作。

川渝石窟寺数量在全国位居前
列，其中不乏大足石刻、安岳石窟
等精品遗存。2022 年 6 月，两省市
共同成立川渝石窟保护研究中心、
联合实验室和科技创新基地。今年
以来，大足石刻研究院与安岳石窟
研究院联合组建团队，对部分处于
濒危状态的安岳千佛寨摩崖造像开
展考古调查研究和数字化保护。

川渝两省市还在优秀传统文化共
同传承创新上持续发力：合作编制长
征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川渝段规划和建设方案；60 余家文
博单位组成川渝博物馆联盟；成立川
渝非遗保护联盟，联合开展线上线下
活动近百场。

“随着共建共享理念、机制、措
施不断深化和落地，巴蜀文旅走廊正
向着‘具有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
的 世 界 级 休 闲 旅 游 胜 地 ’ 加 快 迈
进。”重庆市文旅委主任冉华章说。

（据新华社重庆电 记者李勇、张
桂林、刘恩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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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民夜游湘江风光带，休闲纳凉。 李 健摄 （人民图片）

在广州市永庆坊历史文化街区，一名游客探店打卡。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福州市金鸡山公园的生态廊道吸引人们步入城市森林。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达古冰川云蒸霞蔚，美景如画。
刘国兴摄 （人民图片）

巴音布鲁克草原风光。 新华社记者 郝 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