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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式旅游”正流行

“您知道北京哪家
餐厅的烤鸭比较正宗
吗？”“只有半天时间，
在重庆怎么玩？”

暑期旅游旺季，如
果有一个陌生人向你
咨询这类问题，请不要
觉得奇怪。他们不是
没有手机，也不是不会
查攻略，他们可能只是
在尝试一种特别的旅
行方式——“打听式旅
游”。

打听式旅游，顾名
思义，就是边打听边旅
游。选择这种方式出
游的人，不受攻略的束
缚，吃喝玩乐全靠当地
人 推 荐 ，游 览 仿 佛 开

“盲盒”，随遇而安。
在旅游攻略随处

可见，网红景点、餐厅
随时可查的当下，不少
年轻人另辟蹊径，用主
动问询的方式连接自
己与“附近”。这既是
一种进阶，更关注自身
感受；也是一种回归，
以朴素的方式感受烟
火气。

不过，有人因打听
收获惊喜体验，也有人
因 循 推 荐 直 呼“ 被
坑”。向谁打听，怎么
打听，如何避免踩雷，
还需大家仔细辨别，不
断探究。

不做攻略，享受旅行的未知和惊喜

范青在江苏南京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今年4月底在云
南昆明出差时，她便通过打听来了一次美食游。“当时忙
完工作已是晚上9点，我和同事还没吃饭。”想着第二天就
要离开，第一次到昆明的她，非常想品尝一下当地美食。

“网上推荐的店铺多集中在景区，距离较远，我只想在工
作地附近吃点昆明特色美食。”范青觉得线上攻略无法快
速匹配自己的需求，于是她将目光转向了身边的当地工
作人员。

得知范青的需求后，工作人员不仅热心推荐，还找来
朋友一起规划路线。循着推荐，范青和同事先尝了饵丝，
再吃了烤乳扇，最后买了一盒鲜花饼带回酒店，心满意
足。她说：“第一次吃，虽然不确定是否正宗，但起码符合
我的口味。”

如果说范青的打听是心血来潮，那么在北京读大三

的叶苏苏则是习惯为之。不过，叶苏苏不会和陌生人询
问，而是在出发前向认识的人打听，去年国庆假期去辽宁
沈阳旅游时便是如此。

为了感受东北的搓澡文化，叶苏苏特意请当地的朋
友推荐一家本地人常去的洗浴中心。到了地方她发现，
这里不仅场馆宽敞干净，服务也十分周到。阿姨一边搓
澡一边和她聊天，力道恰到好处，“一点也不痛，搓完感觉
自己身轻如燕”。同样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叶苏苏还打卡
了一家“宝藏”烤肉店。店面很小，在众多建筑中并不起
眼，社交软件上的宣传极少。叶苏苏感叹，若非打听，她
大概率不会选择这里。小店烤肉色香味俱全，同时价格
实惠。叶苏苏和朋友沉浸在美味之中，吃得肚子都要

“炸”了。直到现在，叶苏苏依然十分怀念那家烤肉的味
道。

打破大数据禁锢，体验更加丰富

相比于“攻略式旅行”，“打听式旅游”的体验究竟有
何不同？它何以成为一种旅行新方式？

在叶苏苏看来，社交平台上的很多推荐看似是攻略，
实则为软广告，水分较高。同时，做攻略需要提前查询许
多资料，时间成本高，“打听式旅游”不仅省时省力，推荐
多来自本地人或经他人亲身体验，踩雷概率低。

“网上的不少分享越来越模式化，看似多样化，其实
总集中在少数几家。”范青觉得，“打听式旅游”可以帮助
自己打破大数据的禁锢，通过和人真实的交流，拥有更丰
富的选择，从而在个人需求的基础上，快速定制个性化旅
游路线。

李琪玥在某互联网公司工作，对于她来说，“打听式
旅游”犹如“抽盲盒”：可能会收获惊喜，也可能不尽如人
意，但等待答案揭晓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人期待和快
乐；如果得到了好结果，体验感还会大大增加。去年端午
期间，李琪玥和家人前往广州、深圳旅游，请朋友推荐一

个人少的沙滩。“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毕竟是公共假
期，不论哪里，人估计都不少。”然而朋友推荐的沙滩不仅
人不多，还十分干净舒适，李琪玥直呼“赚到了”。

通过打听的方式旅游，有的人喜欢探索未知的新奇，
有的人则享受“打听”本身，设计师余雪便是如此。在她
看来，“打听”本身就是一种旅游，是沉浸式体验当地文化
和风土人情的有效方式。

在去福建泉州之前，余雪早已听闻这里茶文化盛行，
但盛行到什么程度，她并不了解。在当地乘车途中，她和
司机们闲聊发现，不少师傅对茶叶如数家珍，饮茶是大多
数人的每日必备环节。到甲方公司拜访时，她更是对此
深有体会。“在会议室坐定，我刚准备介绍项目，对方就示
意我停下，喝了几杯茶后才正式开始。”后来余雪才知道，
这是泉州人的待客之道。她觉得，“打听式旅游”可以为
大家打开了解当地文化的窗口，在交流互动中收获别样
的旅行体验。

“打听式旅游”，技巧很重要

不是每一次“打听式旅游”都能收获美好体验，也有
人因循推荐后悔不已。

两年前，彼时在北京读大二的张成和同学们一起去
长白山体验冰雪旅游，从景区出来后，乘出租车准备前往
某饭店吃酸菜火锅。“当时司机跟我们说，你们要去的这
家不行，我带你们去一家。”张成和同学们听信了推荐，到
店后体验却并不好：米饭是凉的，酸菜没熟，血肠也不好
吃。他猜测，司机可能和商家串通，骗人到店里吃饭。

避免被坑，“打听式旅游”的技巧很重要。向谁打听，
怎么打听，还需仔细辨别。

现在张成遇到陌生人推荐，仍会仔细倾听，但“相不
相信是另外一码事儿”。据他的观察，对方主动上前介绍
的，可信度较低；偶遇后闲聊得知的地方，大概率不会“踩

雷”。
相比于陌生人，李琪玥更偏向于和朋友们打听。她

觉得能成为朋友的人，品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加
之互相了解对方的喜好，多数推荐都能符合自己的期待。

在范青看来，按攻略出游和“打听式旅游”各有优劣，
互不冲突，二者结合，有助于为旅行带来更好的体验。“通
常情况下，游客第一次到某个地方，首先想打卡的是知名
景点。”她认为，这些网上的攻略基本涵盖，完全够用。

范青觉得，想了解当地风土人情，通过打听很合适。
2023年年末，黑龙江哈尔滨旅游火爆，“冰封玫瑰”的景象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范青从哈尔滨旅游回来后，甚至
不少当地朋友向她打听去哪看“冰封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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