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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上班的年轻人，提前30年“养老”

提到“候鸟”旅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50+
人士退休后的享受。但老丁还不到35岁，自称已
经过上了“退休”生活。

三年前留学读 MBA 归来，老丁没有再找工
作，而是尝试网文写作。恰好他的家人在威海有一
间闲置的房子，于是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由
于平日里开销不大，稿费和存款利息足够他生活。

老丁喜欢温暖的天气，对空气质量要求也比
较高。以他的标准来看，国内没有城市适合一年四
季居住。比如威海，夏天温度适宜，但冬天就成了

“雪窝子”。于是，2024年的秋冬，他决定开启候鸟
式旅居，来到了广东。

最初，他考虑在深圳郊区住下来，但当地物价
让他望而却步。在深圳旅游了几天后，他发现邻近
的惠阳更适合旅居——同样的预算，能租到条件
好得多的海景房。他每天花三四个小时码字，其余
时间则自由安排，去深圳或广州玩都很方便。

90 后东北男生泽利格也从事文字相关的工
作。他毕业后很长时间都在北京从事影视行业，工
作压力很大。

转变发生在 2022 年。这一年，泽利格搬到了
上海。谈不上真正意义的转行，但工作不再需要坐
班，生活节奏骤变，从前的压力烟消云散，于是他
开启了一段“闲散的生活”。

在这两年多，他逐渐开始觉得，与其在一成不
变的压力中纠结和焦虑，不如趁着还有改变的机
会，尝试全新的生活方式。南方的气候和风景让他
感到舒心，于是在2023年年末，他决定继续往南
走。

2024年一整年，泽利格每隔一两个月就换一
座城市。像候鸟一样，春夏时他去了北京、内蒙古、
山西、河北，秋冬时则去了江浙沪、云南、广东。后
来一路向南，现在他在东南亚停留。

旅居的路上，泽利格逐渐习惯了断舍离。以前
搬家时，他的行李要打包二三十个纸箱，但现在逐
渐压缩至一两箱。他甚至有时背个包就出门，整个
人都感到清爽放松。

令泽利格意外的是，在外遇到的旅居者多种
多样，从正在上学的大学生到退休老人，各个年龄
段都有。在云南时，他认识了博主、画家、编剧、程
序员，还有在当地兼职打零工的人。

每到一个地方，他走街串巷，在寻找好吃的、
好玩的过程中，常常会有奇遇。用他的话来说，“你
不知道下一秒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如何度过这
一天”。有一次，他帮两个法国人指路，最后一时兴
起同他们去了酒吧，聊了一晚上。他也曾在街头遇
到演出，和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一起跳舞。

以前，泽利格也渴望在大城市扎根；走出来以
后，他感觉像是“打开了”自己。“我发现，我们自以
为很了解自己，但身体比我们的思想更诚实，尝试
过新的生活方式后，身体的状态会告诉我们答
案。”

精打细算的逃离，只是相对自由

当然，大多数人只是想换个环境喘口气，“养

老”的状态能维系多久，仍然在于眼前的谋生压
力。

95后女孩嘉嘉刚结婚不久，小两口定居在成
都，饱受长辈催生的困扰。但算算两人的收入，
再看看沉迷打游戏的另一半，她一点安全感也没
有。

嘉嘉从事线上教培工作，学生主要是海外华
人。这意味着她的工作需要应对时差，每天下午
开始上课，甚至可能上到午夜。而且，老东家在
去年宣布将全职员工转为兼职，不再为其缴纳社
保。因此，2024年9月，她选择辞职单干，也下
决心暂时逃离令她焦虑的家庭环境。

去年国庆后，嘉嘉和大学室友出发去了云
南。自由接课并不稳定，虽然在外旅居，但她几
乎不拒绝找上来的单子，能多赚就多赚。离开了
中间商，她需要自己和学生家长沟通，这也十分
消耗精力。因为室友要求节省预算，加上她空闲
的时间较少，她们只是随处逛逛，食宿之外的开
销并不多。

告别云南后，嘉嘉在广州度过了 11 月。她
住在朋友家的次卧，朋友每天下班的时间，正好
是她开始上班的时间。工作已经够累了，两个女
孩三番五次下决心要出门，结果四个周末下来，只
有两个周末“约会成功”，朋友戏称她们是“在求生
存的夹缝里面找生活”。

11月的广州天气很好，她们久违地穿上喜欢
的汉服逛街，吃甜点、早茶、火锅，疗愈孤独，感受
生活。嘉嘉没带冬装，回到成都前，她在服装批发
市场买了几件毛衣，每件只要十几块钱，这让她十
分满足。

定期漂泊的“候鸟”旅居者，并不都拥有“超然
物外”的洒脱，更多的是精打细算。

80后的凡大白原本在北京从事设计工作，对
她来说，上班是一眼望到头的循环生活。2018年，
她找到了帆船运动的爱好，时常往返于北京和海
南之间。后来她干脆裸辞，目前已经在海南、云
南、广东惠州体验过长期旅居。

凡大白做帆船教练有一些兼职收入，也在尝
试做自媒体，收入并不稳定，日常花销仍然主要依
靠积蓄。她不常出门，比较在意住宿环境，每个月
会在租房上花两千元左右，其余生活费控制在三
千元以内。

她也曾有焦虑崩溃的阶段，但已经是过去
式。现在她看得很开：“再怎么着也不会流落街头
没饭吃，不如过好当下，为想做的事努力。”

近一年的旅居生活中，泽利格也在认真工
作。他并没有彻底离开影视行业，但自由职业的
工作范围会更广一些，偶尔写写剧本，也写写稿

子，甚至会接一些中小学作文批改，目前则在带领
一个外包团队做AI培训。

这些收入足够让他过得相对满意，但泽利格
仍然保持着精打细算的习惯，比如在选择目的地
时，如果去往某个城市的路费加上住宿费，折算每
天的花销不超过200元，他才会去那里居住一段
时间试试。

“候鸟”生活，是否可持续

年轻人不上班到南方旅居过冬，听起来很美，
但遗憾的是，他们可能还撑不起一种“候鸟经
济”。

2024年初，文先生在丽江开了一家经济舒适
型的客栈。客栈介于酒店和民宿之间，可拎包入
住。他之所以选择丽江，是考虑到这里离大理、
香格里拉、泸沽湖都较近，算是游客们的必经之
地。

文先生表示，这里除了“五一”“十一”黄
金周、七八月和过年期间是旺季，“其他时间全
是淡季”。他的客栈在淡季接待的客人大多是年
轻的自由职业者或大学生，也有不少从大城市裸
辞来旅游的。“现在很多年轻人看得开，据他们说
打工月薪两三千，还不如在家伺候老人。”

但对他来说，淡季长租房的价格很低，“只能
说是给客人提供下方便，也借他们之口宣传一
下”。与其指望“候鸟”们帮忙盈利，不如说是尽量
保本。

最近一年，当地民宿越开越多，服务越来越
卷，但游客消费更倾向于理性，实际订单量有所
下降。“现在淡季的价格在 85 元—120 元之间，
平均每天只能开一两间房。反正今年大多数从业
者都亏损，心态放好，就当自己在玩。”

再往南走，三亚一直是热门旅游目的地，也
是数字游民的心头好。三亚某数字游民社区的主
理人称，他们的价格定位比酒店民宿便宜，比小
区租房稍贵，入住时间越长，单价越便宜。“大
家不是纯游客，停留时间较长，平均住一个多
月，半旅居半工作，有办公环境的需求。”

该社区在 2024 年年末试运营的首月，就有
80多位数字游民入住。有住客表示，因为地处农
村，收快递不便，入住后便戒断了网购，每天和
社区的朋友喝茶聊天、看海听浪，日子惬意。

归根结底，愿意做“候鸟”的年轻人，既然
甘愿舍弃稳定的生活，往往意味着他们没有太高
的物欲。

中国旅游研究院2024年发布的《中国旅居市
场需求调查报告》显示，旅居者日平均花费集中在
201—500 元（约 占 41%）和 101—200 元（约 占
29.4%）两个区间。2024年NCC社区《全景式数字
游民洞察报告》则显示，年收入20万元以下的数
字游民占大多数。在互联网上，仍然有许多网友
分享着冷门的过冬旅居地，其中不乏性价比拉满
的小城市。

但自由本身无法被物质定义。逃离庸碌的日
常，到远方遇见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或是简简单单
地过个舒适的冬天，睡好觉、吃好饭，这才是“候
鸟”们真正想要的。 来源：凤凰网

裸辞的年轻人

最近都在南方候鸟式旅居了
去哪儿数据显示，自 2024 年国庆黄金周之后一个月

内，大批“候鸟”开始南下过冬，三亚、珠海和广州是最受欢
迎的三座城市，不少南方小县城同样人气暴涨。

值得一提的是，在冬天选择飞到南方生活的“候鸟”，并
不只有旅居养老的人，还包括不少工作灵活的年轻人。长
租酒店订单中，来自25岁—30岁旅客的增幅最大，较2019
年增长了2.5倍。

诚然，生在互联网时代是幸运的，最起码给人平添了几
分“出走的决心”，靠着随时随地自由职业的可能，说走就
走，想飞就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