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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纽
约州包含纽约市，纽约市又有曼
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长岛等
若干区域。曼哈顿又分为上城、
中城和下城。

在曼哈顿工作的人，住处千
差万别。对于在曼哈顿工作的
华人而言，最常见的居住地包括
曼哈顿岛上、皇后区、新泽西、长
岛或者上州。

在纽约常要选择

常言道，嫁给一个人，其实是
嫁给了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居所
亦然。有个学姐曾经总结道，“你
选择住在哪儿，就选择了哪儿的
人生。”多年观察，此话不假。

有人选择住在曼哈顿，有人
选择住在皇后区。住在曼哈顿的
人每月3000美元只能住在40平
米老鼠乱窜的旧公寓里，而住在
皇后区的人窃喜只要花一半的钱
就可住宽敞的连体别墅，而且地
铁半小时就可以直达曼哈顿市中
心，这是多么划算的一个选择。

几年过去，住在皇后区的人
愈发安逸，每天下班去固定中餐
馆买便当，周末去固定的中国超
市采购。后来和背景类似的中国
人结婚，有一双儿女，送去皇后区
的公立学校，从此有看得见的安
稳后半生，简单富足，花前篱下。
但在曼哈顿居民眼中，这哪里是
纽约，明明就是大农村生活嘛。

住在曼哈顿的人则越来越神
出鬼没，朋友圈晒的都是工作和

酒会，常常利用一个周末飞趟北
京，年近四十依旧面容精致，也依
然是夜夜笙歌的单身狗。当然，
在皇后区的居民眼中，这是一种
过于复杂和疲惫的生活状态。

想起纽约总会想起时代广
场的岔路口。大家从不同的方
向匆匆而来，疾步而去，只是
恰好在日光射在广场的那一
刻，偶遇擦肩。

其实在纽约生活，始终被
夹在各种选择当中。

小到是住曼哈顿还是皇后
区，大到是回国还是继续在美
国混下去。

自从在美国居留的那一刻
开始，每个人此生都将永久地
套上一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
择的枷锁。

“回国会不会更好”是每一
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脑海中的
问题。他们看到国内经济腾飞
心中痒痒，看到朋友在北京发展
得不错也蠢蠢欲动，看到家中父
母日渐年迈心中更是充满不舍。

剩下那些大部分的只求一
份好工作好生活的中产阶级华
人，便纷纷留在了美国。遗憾
的是，第一代移民注定是白手
奋斗的一代，在美国这个同样
讲究人脉背景的地方，新移民
要想在主流社会中混得一席之
地并非易事。毕业应聘进美国
大企业，最后能混到管一个三
五人的团队就算很不错了。在
美国事业飞黄腾达的第一代移
民，往往还是靠祖国资源，靠
自己创业。比如开一家投中概
股的对冲基金，或者针对赴美
投资的律所，或者向中国客户
卖概念的科技产品公司等。当
然这些人也是凤毛麟角，所以
大部分在美国生活的华人，都
是年薪8-20万美元之间的典型
中产阶级，说得好听了是富足
安稳，说得难听了是“一眼望
到头”。

拿到绿卡后的茫然

对很多华人来说，绿卡似乎
就是一个终极理想，虽然他们也

不知道绿卡到底对自己意味着
什么。

《北京人在纽约》里的大李
死了，到死都没有拿到绿卡。许
多朋友聚集于墓前，默默流泪。
王启明说，死在这里，他终于可
以永远留在美国了。

其实这是一个围城，一个无
解的围城。

很多人终于拿到了绿卡，突
然就茫然没有了目标。他们开
始羡慕国内的欣欣向荣，仿佛国
内的人都是夜夜笙歌每天忙着
谈大生意。

有人真的回国了，他们把回
国当成退路，结果发现退无可
退，在祖国自己并没有得到额外
优待，也不过是辛苦奋斗的芸芸
众生。

生命就在身份这个虚无的
概念里纠结和蹉跎了。

“我变不成美国人，也早就
忘了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儿了。”
王启明说。

一个朋友奋斗多年终于帮
全家办好了绿卡。后来他的父
亲在美国住了半年，受不了了，
拍案回国，说，“老子不蹲这移民
监，老子回家乡。”

那潇洒而去的矍铄身影，
每每想起，五味杂陈。

离别才会想念的城市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离开纽
约的那个春天的那一幕。

我收拾好几个巨大的箱子，

呆站在窗前，看曾经生活过的房
间又恢复了最初的空空荡荡。
我给心爱的仓鼠添了两个下午
茶的萝卜仔，它满足地哼哼，不
知道下午就要移居别家。

然 后 我 抱 着 电 脑 坐 在 地
上，窗外响起了熟悉的冰激凌
车的音乐，一遍一遍。

窗户半开，春天无比温暖
的风吹进来，这仿佛是人生中
最安静美丽的场景回放。

前夜还和朋友喝酒，站在
街口伸开双臂大喊，“我觉得我
鼻孔里都是北京的味道！”

然后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
房间里，泪流满面。

我在纽约只哭过两次，一
次是初来乍到，一次是别离。

就是这个我一开始觉得全
都是树的地方，斗转星移，转
眼已是经年。纽约不是东京，
纽约也不是巴拿马城。纽约是
特别包容，在这里，你很快就
会觉得自己是个纽约人，很快
就有自己要做的事，很快这里
就成了你最熟悉的地方。

在纽约，你会觉得，每天
太阳从曼哈顿的升起，然后
你开始忙碌，然后看着太阳
落下。就这样日复一日仿佛
这样的生活真实到永远不会
休止。

但又有几个人能真的让那
样的生活无限延续。曼哈顿就
像一个中央车站，人们拖着行
李来了，拖着行李走了。

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 《爱
在黎明破晓前》。这是一部关于
邂逅的电影。那些曾经一起欢
纵的人，如今再也不会出现在
熟悉的地方。

后来每当午夜梦回，总会
梦到那几年遇到的形形色色的
人。在梦里，这些可能此生再
无缘相见的有趣的故友们都聚
集在纽约阿姆斯特丹路的街
口，仿佛一场盛大的派对，尖
叫，吹口哨，冲我挥手，大喊
我的名字。

不知地球另一端的夜里，
是否也有人做着同样的梦，梦
见一个地方，叫纽约。

中国人在纽约（下）

李小晓

中国人在纽约（下）

李小晓

租赁短期民宿、共享出游攻略、拼
团友拼租车、共享帐篷wifi……旅行资
源共享、旅行信息共享已渗透到人们
旅行的多个环节，像一股清流正在改
变旅游业，提升旅游者的旅行体验，改
变旅游者的旅行方式，也带来了旅游
产业的重构。我们日渐明显地感受到，

“共享旅行”时代来了。

共享渗透旅行多要素

随着中国游客旅行经验不断丰
富，旅行中的多种需求也在提升。在北
京从事媒体行业的王女士，每年都有
两次出境游度假计划。她说：“我喜欢
自由行，喜欢摄影，把照片分享到朋友
圈，所以我每次出国的标配是租wifi设
备、海外租车和民宿。现在网上有不少
提供共享服务的平台，方便快捷。我的
出行体验越来越棒了。”

像王女士这样接受并喜欢共享旅
行的游客日渐成为主流。在共享经济
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的背景下，共享
旅行已形成并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共享是将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
用权或知情权与其他人共同拥有。共享
与旅行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旅行的

“吃、住、行、游、购、娱”几个环节都涉及
到资源信息的共享和充分利用。共享旅
行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
技术，实现旅游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激
活并释放闲置资源，给旅游者的消费观
念和旅行方式等带来根本变革。

目前，在旅游住宿和旅游交通领
域，共享带来的变化已显而易见。近日，
中国旅游研究院和美国知名的短租平
台爱彼迎（Airbnb）联合发布的数据显
示，中国已经成为海外共享住宿消费重
要市场和快速成长型市场。数据显示，
自 2008 年以来有超过 530 万中国游客
预订爱彼迎的住宿。去年中国出境游客
预 订 用 户 近 160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42%，可见其强劲的增长趋势。共享住
宿已成为中国出境游客的主要选择，
9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住过民宿、家

庭旅馆、度假租赁房屋等，47%的人住过
这样的住宿设施，23%的人认为在境外
的时候民宿、家庭旅馆、度假租赁房屋
是他们的主要选择，优于酒店的选择。

共享使游客融入当地

一个外国游客这样评价中国的共
享单车，“当我骑着共享单车走在北京
的胡同，我觉得我像一个北京人。”旅
行中的共享理念正在使游客真正融入
旅游目的地成为当地人。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在
旅游过程当中，游客有分享异地生活方
式的权利，有使用共享资源的权利。共
享恰恰架起一座本地市民和外来游客
共享城乡生活空间的桥梁与纽带。

共享最本质的要素是人。人需要
有一个平台一个桥梁，一旦桥梁和平

台架设起来，这种交流是很容易的，是
超出想象的。在穷游网联合创始人周
彤看来，以前的旅行是游客在一旁看
风景，虽然看似距离很近，其实跟当地
的很多东西是隔着一个看不见的栅
栏。而共享旅行则代表着不同文化之
间的融合交流的过程。

共享旅行背景下的旅游者，更加
重视与旅游目的地人们的交往，在交
通、住宿、导游陪同甚至是餐饮、购物、
休闲娱乐等环节与当地居民进行全面
接触，获得比传统旅游者更加深入的
体验。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有
83%的爱彼迎房客希望在旅游过程中，
可以像当地人那样生活。

爱彼迎中国区副总裁安丽告诉记
者，爱彼迎不仅仅是酒店和住宿，而是
提供了一种文化交流机会，并且是完
全当地化的体验和个性化的生活空

间。比如游客可以跟着房东去刨地，跟
制香师调香水等等。通过交流和住宿
分享，游客能够更加真切深入体验目
的地的生活。旅游的共享活动让游客
和居民住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在一
起，通过旅游建立深厚的友谊，能够促
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
游客或当地居民不经意间互相成为了
民间外交家。

共享将重构旅游产业

“共享经济之所以迷人，不仅仅在
于它高效的资源共享模式实现了社会
资源与需求的良好匹配，同时也在于
它人人参与、人人受益、文化共享的独
特理念影响了成千上万的用户。这种
独特模式和理念，正改变着我们对旅
行的认识和实践。”安丽说。

旅游已成为很多中国民众的生活
必需品，人们愿意消费高品质的旅游
产品。旅游业的综合性产业特征与共
享经济的“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理念
天然契合，且二者的融合度不断提高。
蓬勃发展的共享经济开创了旅游消费
新时代，正在引领旅游产业优化升级，
并开创旅游产业的新格局。

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
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何霞认为，
旅游的新旧模式会有冲突，但新旧模
式处于相互交融的发展。共享旅行新
模式的出现意味着旅游市场的规模可
能会更大，游客将得到更多元的服务，
产生的社会效用更大。

共享住宿已成为主导旅游消费的
动机性因素。过去以景区景点为主导，

“食、住、行”为支撑的旅游消费模式正
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戴斌预测说，在大
众旅游的新时代，我们站在全域旅游
的新方位上，旅游产业的边界实际上
正在消失，传统的边界在消失，新的边
界正在重构。共享经济正改变旅游要
素的组织方式和游客的消费行为习
惯，是未来旅游消费的主要趋势。

本文配图来自百度

“皮影戏要求吹拉弹唱样样俱全，还要会雕刻皮影靠子、
会摆设现场、会在幕后耍杆。现在学习皮影戏的年轻人越来
越少。我们刘家寨皮影戏班最小的也有60多岁。这个班底
去世后，西腔皮影可能就消失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刘永周曾多次表达自己的惆怅和担心。

今年85岁的郑映海大爷，是云南腾冲颇具名气的“守艺
人”，一把油纸伞做了一辈子。如今，他最大遗憾就是儿孙们
不愿再做油纸伞了，因为制作油纸伞工序复杂，前后十几个
步骤，耗时费力还挣不到钱，儿孙们更多选择了外出务工和
经商。

腾冲，这座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历经沧桑，
积淀了厚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各级“非遗”名录项目及
传承人260项。很长一段时间，腾冲众多的“非遗”都面临着
后继无人的困境。然而，腾冲“非遗”一条街却让古老的技艺
和文化穿起时尚的外衣，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

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
针，腾冲走出了一条产业化传承发展“非遗”的路子。3年来，
腾冲投入项目资金1100多万元，用于“非遗”的抢救、保护、传
承和研究。同时，将散落乡村的“非遗”搬进高黎贡文化产业
创意园区，形成了以皮影、土陶、藤编、根雕、荞艺、油纸伞、手
抄纸、老布鞋为主的“非遗”一条街。当地人和游客到“非遗”
一条街参观体验、购买产品，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既扩大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还提高了传统手工艺人的收入。

“以前，我家的土陶在碗窑老家烧制，多数卖给腾冲本地
人。搬来‘非遗’一条街后，文创园区指导我们使用农村淘
宝、京东商城等网络，还开通了私人订制，现在我家的土陶远
销国内外，销量逐月增加。”腾冲土陶传承人孙成宗最大的惊
喜来自网络销售平台。

线上互动交流、线下实地体验是“非遗”一条街的常规做
法。在孙成宗的土陶馆，城里的孩子们尤其喜欢拌泥、搓泥，
将陶土捏制成不同形状的笔筒、杯子和人物造型。在刘永周
的皮影馆，游客大多会走进幕布后面体验皮影表演，让不同
的历史故事在自己的手上重新演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垂垂老矣的“古董”，而是在传承中与
时俱进、创新发展。刘朝侃大学毕业后，跟随爷爷刘永周学起
了皮影制作和表演，成为了刘家寨皮影戏的第六代传人。随着
腾冲建设国际化旅游城市的不断深入，刘朝侃嗅到了旅游产品
的商机，他带领老家的皮影艺人，将皮影靠子制作成精美的工
艺品出售，深受游客的喜爱。依托观赏皮影、体验过程、购买产
品，皮影馆的经营做得很活络，每月收入都有好几万元。尤其
让刘永周感到欣慰的是，不仅孙子传承了自己的“衣钵”，很多
当地的孩子也喜欢到皮影馆去学着画、学着唱。

“ 共 享 旅 行 ”来 了
本报记者 赵 珊

本报电（李忱阳） 中国—东盟旅游品质
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暨东盟旅游图片展日前在
京举办。论坛由中国—东盟中心主办，以

“提升旅游品质，推动可持续旅游发展”为
主题，回顾了中国—东盟双向旅游交流合作
历程，探讨新形势下搭建交流平台，提升旅
游品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杨秀萍指出，旅
游合作一直是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内容。
2016年中国与东盟双向旅游交流规模创历史
新高，全年互访人数达 3180 万人次。其中，
中国公民赴东盟旅游2150万人次，东盟国家
来华旅游 1030 万人次。每周有 2700 个航班

往返各国。东盟已成为中国游客最喜爱的旅
游目的地之一。旅游合作的不断拓展和深
化，为增进民众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各
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展望未
来，旅游业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关系发
展，在国际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东盟旅游图片展精选60余幅高清东盟旅
游图片，从资源产品、历史人文和自然生态等多
角度全面展示东盟旅游资源特色。同时，为了
纪念东盟成立50周年，中国—东盟中心在活动
期间发布了同东盟秘书处合作编译的《东盟旅
游50条黄金线路》（中文版），为中国游客探访
东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更多便利。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天目山镇西游
村举行乡村旅游投资推介会，旨在为游客提
供更好的服务，实施美丽乡村的“升级版”，打
造村落景区化建设，培育新型产业业态，以旅
游休闲观光新型业态推进农村产业的发展。

西游村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目

山4A级风景区中，森林覆盖面积90%以上。独
特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促使旅
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村内特色名
宿、农家乐已达80多家。去年被评为杭州市民
宿示范村。上图为空中俯瞰西游村龙潭景区
的美丽风景。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杭州西游村创建美丽乡村“升级版”

中国—东盟旅游论坛发布50条黄金线路

腾冲做活“非遗”一条街
李维杰

纽约街景纽约街景 来自百度来自百度

共享旅行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实现旅游资源和信息的共

享，激活并释放闲置资源，给旅游者的消费观念和旅行方式等带来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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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激活并释放闲置资源，给旅游者的消费观念和旅行方式等带来根本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