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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荻

2023年，或许注定是旅游业全面复苏的年份，
红极一时的“特种兵旅游”方兴未艾，另一股旅行风
潮City walk扑面而来。与前者风格不同，City
walk是以漫游的方式对城市周边深度探寻、挖掘，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和感受。截止
到写稿时，小红书平台上关于City walk的分享笔
记已超过四十八万篇，抖音上关于此话题的浏览量
也超过了3.8亿次。

City walk，直译为“城市漫游”，据说起源于
英国伦敦，原本指像当地人那样去旅行、深入了解
一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的旅行理念，之后引申为

“在城市中漫无目的地行走”。与其他体育休闲项
目和传统旅行方式相比，City walk没有固定的目
标和模式，可吃可玩可闲逛，无论是探究老房子和
名人故居，还是寻找美食餐厅、艺术馆，City walk
主打的都是一个随心从简，自由自在。

走出去，触摸城市、治愈自己

在网上看到一位作者如此记录她所经历的一
个不同寻常的下午——如往常般急匆匆地赶路，却
错过了一班车，在短暂的焦虑和崩溃后，她突然问自

己，为什么如此焦急？阳光正温暖地照在背上，环顾
四周，她发现自己每天经过的路口开着一家面包
店。闻着面包的香气，她走了进去，买了一只刚出炉
的面包，然后戴上耳机，开始沿着街道闲逛。原来这
条经过无数次的小街上，有一家很可爱的宠物店；花
店门口摆着新鲜的红玫瑰和向日葵；她看到漏水的
水管，在光线下搭构出一条小彩虹；街口的摊子上，
刚炸出来的萝卜丝饼正冒着油香……这场意外的行
走，于生活的裂缝中，带来了一丝抚慰和惊喜。

的确，想要触摸一座城市的温度，最好的办法，
就是参与它的活动。城市如同一座巨大机器，我们
要去观察齿轮的转动、轴承的传接，包括人们的表
情、街道的方向、植物的兴盛和建筑的面容……才能
真切地感受到一座城市的生命。

陈晓云在《街道、漫游者、城市空间及文化想
象》中写道：“漫游和观察，事实上也是一个进入城
市内部结构、窥探和发现城市秘密的过程。”对于我
这种喜欢旅行的人来说，用脚步丈量一座城市，早
已是最习以为常的旅行方式。每次去到一座陌生
的城市，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定好要去的
大致方位，然后背包出门，无论是直达目的地，还是
被沿途的风景“截和”，溜溜达达行走的过程，就是
旅行的最大乐趣所在。

我曾经从拉萨的大昭寺一路步行到郊外仙足

岛去吃酸奶蛋糕；也曾跟着喀什的当地人一路从中
亚市场路上的丝绸店铺，再逛到跳蚤市场里，去吃
一串烤肉和五块钱的苜蓿馅儿饺子；几乎每个春
天，我都会在杭州沿着西湖肆意行走，偶尔停在一
池荷花边上，看春水荡漾，还会在一座山顶的木门
上，偶遇《盗墓笔记》的同好们给男主角吴邪留下的
手写字条……

每天步行两万步，是我作为一名City walker
的基本配置。虽然以我的好奇心，既定行程总是中
道崩阻居多，跟一座城市由陌生到熟稔，再到融入
的感受，却由此变得更为独特和深刻。

City walk，具有社交属性的旅行触手

随着City walk微旅行概念在国内兴起，各大
城市的旅游从业者从中嗅到了商机，纷纷推出了
City walk短途游活动。由组织者制定主题、发起
行程，参与者们付费报名，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
全程由导游带领，进行沿途讲解。

以上海为例，随手在“稻草人旅行”上一搜，就
能找到诸多“解码旧法租界”“解码苏州河”“人民广
场的隐秘角落”“摩登上海的建筑密码”等多达10
条的上海City walk线路。内容涵盖了上海滩百
余年来的历史、地理、人文等，价格从79元到199

元不等，时间在2~3小时左右。
这样的模式，更适合具有目标感，或喜欢群体

活动的参与者们，也令City walk的旅行理念更加
丰富和多元。“90后”李多余，曾参加过两次有组织
的City walk行程，一次是上海虹口建筑群，一次
是走武康路，价格都是129元。时间集中在下班后
或周末，讲解者是历史方面的爱好者以及上海本地
人。行程内容包括老建筑的历史源头、内部参观；
名人故居的故事、居民的生活方式等。活动结束
后，谈得来的人还可以一起约饭。

李多余认为，这种类型的City walk就是一个
轻量但深度的上海局部游。对于在大城市生活的
外地人来说，能够有机会放下手机，和真真正正的
人交流，没有社交负担，能一起运动、聊天、学新知
识，本身就是很开心、值得的事。

当然，文化旅游也只是City walk诸多名片中
的一张。在小红书上的City walk帖下，不乏各种
寻求旅游搭子的呼声，陌生的爱好者们或为了徒步暴
走，或为了互相拍照，或为了一起打卡，无论任何目
的，都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漫游者。某种意义上来
说，City walk更是具有社交属性的一个旅行触手。

北京、山东等地已经将City walk列入促进文
化旅游休闲的行动方案，上海更是专门开设了公交
巴士组成的City walk路线。作为一种轻体量、慢
休闲的旅行方式，City walk也正在被不同年龄和
需求的旅行爱好者们所定义、所认知、所接受。

慢下来，发现“人世安然稳当的美”

正如当下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以“效率”来考量，
旅行也变成了景点“赶场”。卢梭在《爱弥儿》中挖
苦那些“从巴黎跑到凡尔赛，从凡尔赛又跑到巴黎，
从城市走到乡村，从乡村又回到城市，从这个区走
到那个区”的人们，认为他们不是在争取时间，而是
在忙忙碌碌地浪费。在卢梭看来，这种行为，是一
种对自然的毁谤，也是对时间的不尊重。

的确，那些不能静下来享受一段旅程的人，
生活中势必也充满了赶路的匆忙与焦灼。人们
急匆匆地来与去，排着队和纪念碑合影，却没有
心思停下来去观察一片花瓣的质地，注意一朵云
的流动。

我爱看游记，但凡好的游记，最动人的地方未必
是描绘建筑之华贵，景点之盛名，反而是那些个人观
察的细节和悠远的人文背景，以及旅行生活的纤微之
处。就像三毛在《玛黛拉游记》里写道：“踏着青石板
路进城去，人行道老得发绿，一步一苔。”斜街上放满
鲜花水果，栉比的小店千奇百怪，人们提着小篮子去
买菜，红的番茄，淡绿的葡萄，黄的柠檬……三毛赞叹
这是一种“人世安然稳当的美”。

旅行是一种体验，人生也是，只有静下来，慢慢
行走，才能更细致地体会到春夏秋冬、岁月变幻的
美，领略一座城市的肌理与风骨。而City walk的
兴起，或许代表着人们正试图从被消费主义过度裹
挟的生活方式中挣脱出来，去寻找一种简单的松弛
感，回归生活的本来面目。

智游天下天下

最近，“City walk”

的出镜率颇高。2023年

注定是旅游业全面复苏

的年份，当追求速度与

激情的“特种兵旅游”还

在流行中，“City walk”

这种以慢游、周边游为

主的“探城”旅行又冲上

热点。有人说，“City

walk”正成为都市年轻

人跳出“两点一线”的平

面生活，与“附近”建立

真实连接，感知“具体生

活”的重要途径。在各

大社交平台上，不仅有

大量“City walk”的路线

分享，还有专门的组织

者发布相关活动，甚至

有不少网友寻找“City

walk搭子”，结伴漫游城

市，共享一段旅途。

走出去，触摸城市

的肌理与脉搏，在行进

中治愈情绪、更新自己；

慢下来，望花听蝉，在静

水深流中发现“人世安

然稳当的美”。其实，去

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

慢下来，欣赏沿途的风

景、体会当下的感受。

周末或者假日，与

其在家平躺，不如迈开

腿，“City walk”一下。

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街景

与风景，收获别样好心

情，重新爱上一座城。

正如张惠妹的《缓缓》唱

到的：“缓缓地，要我们

等等。匆忙的敷衍的，

都停了，不急了。唤唤，

这个需要透气的我。世

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

往前走……”

（木易）

城市如同一座巨大机器，我们要去观察齿轮的转动、轴承的传接，包括人们的表情、街道的方向、植物的兴盛

和建筑的面容……“漫游和观察，事实上也是一个进入城市内部结构、窥探和发现城市秘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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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慧 文/摄

最近整理上半年的日常记录，在花事消息、周
末电影和读书清单之外，动如脱兔的2023年我又新
增了一项记录——City walk，这是眼下非常受追
捧的城市漫游：以徒步为主，随时出发，在消费主义
之外寻找低成本或不消费的慢节奏“微旅游”。这种
漫游方式非常适合忙碌的工薪族在周末放松身心。

2023年上半年的21个周末，我把生活了20多
年的上海，用漫游的方式打探了一遍，步履不停地去
感知曾经忽略的近在身边的都市风景和人文风情。

翻开每一次漫游留下的文字记录，总计13篇、
一万多字，配以当时拍下的亭廊桥榭、春花夏荷。如
今看来，既是沉浸式走读城市的微旅游指南，也可将
这种时尚又小众而且非常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生
活态度推而广之到现实生活的其他方面。

步履不停：你所在的城市，正是别人羡
慕的远方

年初，规划新年祈愿时，我们把“旅行”排在了
第一位。经历了被隔离、禁足的三年，对于人生和生
活的思考更深刻了：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的生活和这
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那么就要积极主动走出去，同时
不被人流裹挟，迈出自己的节奏。于是，每周末的漫
游没有追随所谓网红打卡的人潮云集之地，而是围
绕我们生活的城市郊区。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景
物，在慢慢走、随性游的滤镜之下，竟别有一番独属
于心灵的滋润。

我们居住的松江区，原本就是上海文化之根，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加之近年城市对郊区的

开发建设，新增建的广富林遗址郊野公园、上海植物
园，更是融历史人文与自然风景于一身，是假日漫游
的首选之地。

往来穿梭的人群中，既有从市区或其他远郊乘
坐地铁或自驾的本地人，也有旅游大巴从周边省市
载来的游客，而我们有时徒步、有时在家门口坐几站
公交再加徒步的漫游，尽享了地利之便，顿时生出一
种不可言说的优越感。原来我们生活的地方，竟然
就是别人心心念念的远方……

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也许这便是现代
人类学家所说的“消失的附近”。在City walk的
新视角下，城市以其丰富的感官层次和肌体纹理再
度走进人们的旅行视野和日常关注。

探寻文脉：在驻足中探寻城市肌理，在
呼吸间穿越历史和现在

在我看来，上海松江郊区可圈可点的旅游精华
有：醉白池，是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中历史最古老的，
这里新增了董其昌书画艺术馆；方塔园，其中的明代
照壁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古老、最精美、保存得最为完
好的大型砖雕艺术珍品；仓城老街，作为明清时期的
松江府最大的漕粮仓储地和漕运要道而得名，是昔日
繁华商业的缩影；二陆草堂及摩崖雕刻，建于西晋二
陆（陆机、陆云）故乡小昆山上；东佘山，明朝旅行家徐
霞客最后一次的出发地，写下修身养性三大奇书之一
的《小窗幽记》作者陈继儒晚年也隐居在东佘山；松江
博物馆馆藏有董其昌和陈继儒的书画真迹；松江天马
山上的护珠塔有“上海比萨斜塔”之称……

我们的周末City walk规划从早春二月开始，
路线优先选择路线近、游客少的。最值得记录的第

一次，如今想来十分疯狂。
2月7日，小昆山徒步10公里。那天天气很冷，我

们走得热火朝天。我在第一篇漫游记录中这样写道：
“这是徒步的初次尝试，感觉新鲜又刺激，因为目标就
在不远的前方，只要迈开步——走，就是了……”徒步
漫游，一分一秒地流逝，在脚下变成了无数脚步的重
叠，终于抵达了目标的那个前方。那天最大的收获
是，参观了二陆草堂及摩崖雕刻。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往后每个周末漫游都提前
做了更为细致的功课，包括路程里数、景点信息、当日
天气——从长远计，在夏天来临之前爬遍松江的几
座山：东佘山、西佘山、小昆山和天马山；还包括我们
的午饭，三明治、酱鸭和豆浆的搭配最好。若景点无
须购买门票，我们只有公交车费，其他几乎零消费。

春天爬山，或者去郊野公园赏花，夏天漫游古典
园林和室内展馆，除了松江的醉白池、松江博物馆，还
有青浦曲水园。在雨后的微凉和沁润气息中，漫游仓
城老街。错开“五一”的旅游热潮，挑几个有闲的工作
日漫游枫泾古镇、朱家角古镇和泗泾古镇……漫游
开启的周末休闲，越小众越有个性。

寻访“手作”：不断地走出去，才知道生
活有多少种面貌

在一切都追求速度和速成的时代，能够慢下
来，不被呼啸奔驰的潮流裹挟，遵循自己内心的喜好
和节奏，既不人云亦云，也不随波逐流，这是三年疫
情后，很多人全新的生活态度。

在城市漫游所挖掘的所有时光宝藏里，有一些
被冷落和忽视的老镇老街。那里客流稀少，相比摩
肩接踵的旅游热门目的地，显得落寞不已。可是，这

些相对落后甚至古老的生活方式最让人流连，尤其
是随处可见“手作”的烙印，撇开机器和流水线的快
捷，一切交给时间和双手。手织土布、手作点心、手
编藤艺、手绘扇面……手工的纯朴与漫游的纯粹目
光交接处，便回归了生活的初心与旅游的原生态。

在仓城老街的松江土布展示馆，买回土布拼凑
的手工香囊，那时正值端午节前夕。盛夏来临之前，
漫游泰晤士小镇，收获了一把纯手工制作的扇子，扇
面手书“无事小神仙”，正符合了“此时情绪此时
天”。也是在那家手作陶艺店，我给自己找到一只手
绘图案的咖啡杯。两样物品合在一起——“行善一
辈子”。这是我们送给两个人年龄加起来正好一百
岁的生日礼物……

此外还有从枫泾古镇带回手工编织的笸箩、小时
候北方人家炕上必备的用高粱糜子扎成的小笤帚、黄
杨木手工雕刻的可以放在手心里把玩的小茶壶……

当脚步慢下来了，时光也跟着慢下来。随时随
地出发，也可以随时随地结束行程。时间可长可短，
对于有些景点还可以二刷三刷。当然，同一处景物
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人在一起，感受都会不同。
而这也是旅行的魅力：只有不断地走出去，才知道生
活有多少种面貌。

自从年初开始了城市漫游，使我们对这座已经
很熟悉的城市又新增了许多喜欢的理由：它的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日常烟火中交织的田园诗意……

在漫游的过程中，也打开了拥抱山野自然的胸
襟，以不消费方式体会到松弛感与自由。漫游，这种
质感鲜明内涵丰富的旅游方式是对精致旅游的厌
倦，是对远方近在身旁的召唤，是重新爱上一座城的
有效方式。

城市漫游，使我们对这座已经很熟悉的城市又新增了许多喜欢的理由……在漫游的过程中，也打开了拥抱山野自然的胸襟，以不消费方式体会到松弛感

与自由。漫游，这种质感鲜明内涵丰富的旅游方式是对精致旅游的厌倦，是对远方近在身旁的召唤，是重新爱上一座城的有效方式。

周末“寻宝”，重新爱上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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