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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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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旅游悄然兴起

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曾说：“到了一
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
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
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
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汪曾祺先生有
同样兴趣的人并不在少数。云南省电子
商务协会副会长黄林武对菜市场的热爱
可以追溯到他的大学时代，“那时候，有点
钱就喜欢背包去旅游，通常去的第一个地
方就是菜市场，看看当地人吃的是啥。”直
到现在，他还是认为菜市场旅游是深度体
验，这种沉浸式旅游很有价值，“人才是最
美的风景，看当地人的生活，是旅行中最
美的一部分。”

黄林武告诉记者，他做旅游计划时，
当地的菜市场是一定会列入的。以前出
国的时候会买一本介绍当地情况的《孤独
星球》，再后来就是提前上网做好攻略，关
注点主要是什么好吃，当地的传统美食是
什么。如果是出差，突然多出一段空白时
间，他也会赶紧上网查资料，将这点时间
用菜市场填上。有一次去成都，刚好多出
半天空闲时间，他就找了个农贸市场吃吃
老妈兔头，逛一逛。他说：“虽然现在物流
发达，看起来好像全国的农贸市场种类都
很丰富，但还是有所区别，比如山东的大
葱就是比云南的大葱好吃，云南的有点
辣，山东的是甜的。”

最近刚从昆明的一个农贸市场背回一
兜蚕豆的罗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为了减轻
重量，我还在酒店把壳给剥掉了，美滋滋背
回来才发现长沙的菜市场也有卖，只是以
前都是剥了壳的所以没注意。”被家人“笑
话”的罗女士表示，自己去旅游就喜欢逛当
地的菜市场，烟火气十足，有种很踏实的感
觉，“我之前去广西北海旅游，也去逛了好
几次当地的菜市场，回家那天买了几斤皮
皮虾，在民宿煮熟后带回了长沙。长沙也
有皮皮虾，但那是北海的皮皮虾，不一样。”

南京的刘女士说，很多年前，她第一
次去拉萨的时候，就去了当地的菜市场，
当时就是想看看高原上有哪些菜，结果发
现和内地差别不大，物品比想象的要丰
富。她还曾在三亚的菜市场买过当地的
槟榔和水果。

长沙的赵女士去过江西庐山的
菜市场，当时是因为住的民宿可
以做饭，“感觉还挺好的，啥都
有，价格实惠。”她认为，游
客去菜市场，主要还是想
看看与自己的城市有什
么不一样。

北京联合大学
在线旅游研究中心
主任杨彦峰表示，
菜市场是一个城市
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之一，也代表了这
座城市的文脉和生
活，特别市井化。

“现在的旅游越来越
个性化、小众化和兴
趣化，我觉得会有一
部分人对菜市场很感
兴趣。”

越地方越文化越走红

提到菜市场，可能在很多中国人的观
念中，仍然会和“脏乱差”“湿腥臭”等联系
在一起。但事实上，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
和人们生活需求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菜
市场正在或者已经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
新兴旅游景点，网上甚至出现了不同版本
的网红菜市场排名。

与一般菜市场的格局不同，北京赫赫
有名的三源里菜市场更像是一条传统的
商业街。市场里的商品种类齐全，天南地
北、海内海外，只要跟吃沾边的这里应有
尽有。这里不但干净整洁，而且充满艺术
气息，不时还会有一些新书发布会、书画
展之类的文化活动。

古荡农贸市场，则是浙江杭州最早的
五星级明星市场，也是外籍友人体验杭州
风情的重要窗口，堪称国内网红菜市场的

“鼻祖”。自2005年迎接第一个外籍考察
团队以来，先后接待了几十个国家的政要
及访华代表团，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数百
万人次，还曾被杭州市评为“十大外国人
喜爱的社会资源国际旅游示范访问点”。

玉林综合市场是成都市内著名的网
红街区之一。当年赵雷的一曲《成都》更
是让玉林路、小酒馆等景点声名远扬，成
为各地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只要在社
交软件上搜索“玉林菜市场”，就会跳出各
种成都美食的高赞帖子。在这里，不仅可
以深入了解传统川菜的文化背景，还能深
切感受到这座城市“来了就不想走”的独
特魅力。

除了这些网红排名榜单上的常客，浙
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教授卞
显红极力推荐了良渚农贸市场，“这是在
国家4A级旅游景区良渚文化村里面的
一个网红菜市场，有十几年了，去年还进
行了一次升级改造，个人觉得还是很具有
吸引力的，非常干净。”此外，云南大
理的三月街、山东曹县的网红
农贸市场等也备受游
客青睐。

寺庙咖啡走红，淄博烧烤爆火，菜市场小吃出圈……似乎只要稍微
不留意网络，就完全跟不上当今年轻人的旅游风向，但其实这些旅游形
式一直都有，只是场景在进化、受众在变化，体验感也确实在不断提升。

随着对“诗和远方”的不断渴求，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开始钟情于身
边那些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场景，比如社区菜市场、美食街区、
乡村大集等。今年五一期间，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受到热捧就是
最好的证明。“菜市场旅游”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网红打卡地呢？

如何常态化吸引游客

《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曾说：
“了解一座城市最直接的地方，就是当地
的菜市场。”菜市场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仅展现了当地人的生活方
式、历史传承和人情世故，更蕴含着这座
城市的人文内涵与独特魅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国内有不
少类似三亚第一市场、厦门第八菜市场这
样的网红热门打卡地，也有类似浙江衢州
市市场监管局、市旅游委联合授牌的农贸
市场景区示范点，但还是缺乏像日本东京
筑地海鲜市场这类游客必去之地的旅游
吸引物。采访过程中，除了菜市场发烧友
黄林武，几乎没有人会将菜市场列入必去
的选项，大多数人只会在有空闲的时候就
近选择一个菜市场逛逛。

即便是觉得逛菜市场比逛景点更有
意思的黄林武也坦言，虽然现在国内的菜
市场没有以前那么脏乱差，但和国外比还
有一定距离。

黄林武认为，既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人爱逛菜市场，而昆明作为知名旅游目的
地也有不少很好的菜市场，政府部门除了
在宣传上多做点事情，也应该在菜市场的
商家身上做点文章，比如培训。他说：“菜
市场要成为旅游目的地，每一个工作人员
都是旅游形象。”

卞显红介绍，浙江其实在这方面做得
挺好的，基本会考虑到游客的需求，将农
贸市场按照旅游场所来进行打造。他建
议各地在旅游线路的设计上，可以考虑加
上当地非常有名的菜市场，以及专业批发
市场。

杨彦峰说，现在的菜市场确实和以前
不一样了，不再是脏乱差的代表，有的地
方甚至在做智慧菜市场，就应该将菜市场
像工业旅游那样打造出来。“比如，像北京
的新发地就有十几个专业市场，只是它对
游客的友好度还不足，也没有像工业旅游
那样的动线，其实这种菜场完全可以做出
供参观的游客动线。还有像山东寿光的
蔬菜市场、烟台早上的鱼货市场，吉林长
白山的山货市场，这些虽然在各大社交平
台上还挺红火，但还远远不能成为吸引广
大游客的旅游吸引物。”

杨彦峰认为，只要对游客有吸引力，
就符合旅游资源的吸引力要求，就可以拓
展为旅游吸引物，发挥它作为旅游资源的
作用。“如果觉得自己城市的菜市场已经
具备条件，就可以考虑把菜市场加入到旅
游线路当中。如果是旅行社组团旅游，一
般都会有自由活动时间，导游可以把菜市
场推荐给游客。另外，政府部门也可以在
宣传推广时将菜市场纳入其中，比如在旅
游宣传小册子、旅游地图上，将当地特色
菜市场做出标注和介绍，让游客有更多的
选择。同时，地方政府也要加以重视，可
以有选择地对有条件进行参观的菜市场
进行一部分改造，设置一些对游客友好的
导览牌、介绍牌，公布投诉电话等，将基础
设施一步步做起来。” 据中国旅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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