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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梦迪

“瓜子糖块、锅碗瓢盆、对联福字，过年需
要的东西集市上都能找到”“喧嚷的环境、沸
腾的人群、熟悉的乡音，太喜欢这种充满生活
气息的集市了”“置身人挤人的大集中，感受
到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心里特别安稳踏
实”……临近年关，第一批回村过节的网友已
经开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赶集日常，而
沉浸式赶集Vlog更是随随便便就踩中了

“流量密码”。这不禁让人惊讶，在大型商超、
电商外卖蓬勃发展的2024年，农村大集为什
么还能这么火？

农村大集的“前世今生”

有观点认为，中国最古老的集市，可以追
溯至神农时代。《周易·系辞》记载：“日中为
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进行物物交换，
这便是集市的由来。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乡
村集市为代表的“草市”开始出
现，销售蔬菜、水果、茶叶、药草
等初级农产品。宋朝时期，乡
村集市开始蓬勃发展，逐渐演
变成了时间、地点固定的活动，
一般是逢年过节举办大集会，
平时以小集会为主，每个乡村
集会还有自己主打的特色产
品，十分热闹。

乡村集市不仅是乡村的“商业
CBD”，也是“八卦”的集散地。赶集当天，来
自十里八村的村民们汇聚到一起，大家在街
头巷尾说话、在茶馆酒肆聊天，不知不觉就把
国家大事和小道消息打听个遍，带着沉甸甸
的收获回家。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互联网电商的高度普及，商品经济的繁荣
渐渐压缩了传统大集的存在感，乡村集市提
供的购物、娱乐功能，在现代花样翻新的娱
乐、消费方式面前，似乎也变得微不足道。

近些年，在城乡融合的发展趋势和数字
平台的助力下，乡村大集重回大众视野，除了
传统的以物易物，荣耀“归来”的集市出现了
更多新玩法，由此收获新关注、焕发新生机。

在这里被人间烟火气治愈

走进农村大集，瞬间被一眼望不到头的
小摊和各式各样商品包围。这里没有网上下

单时“只看图尝不着”的
距离感，很多摊主会热
情地邀请你免费品尝。
大集里售卖的东西不会

像连锁商超那样精心挑选，也没有光鲜亮丽
的外包装。在这里，蔬菜是论堆的、饼是论袋
的、排骨是论扇的、瓜子是论兜的，付过钱后，
各类商品一股脑儿塞进塑料袋，拎起来就回
家。

同样让人感到亲切的，还有熙熙攘攘的
人群和喧嚣热闹的叫卖声。比起大城市中习
惯“快递放驿站、外卖送上门”的无接触生活，
大集里拥挤的人群和鼎沸的人声显得格外真
实；听惯了格子间里“高端互联网职场黑话”，
大集里简单质朴的叫卖声显得更接地气。

很多赶集人从街头暴走到巷尾，手里拎
满了各色塑料袋。逛累了也没关系，随时可
以停下补充能量。现炸的油条、现包的小笼
包，再配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瞬间就能
让赶集人“满血复活”。

也有网友说，有时候不是爱逛大集，而是
喜欢大集里的人。

在挑选商品和等待付钱的短暂间隙，摊主
们经常会亲切地跟顾客拉家常。“蔬菜都是我

们自己家种的，保准新鲜”“我在这摆摊30多年
啦，好多人爱吃我做的炉包”“凌晨3点多就起
来准备了，哪份工作不累呢”……不管是否能
成交、无论卖出多少，摊主们似乎都乐呵呵的，
这种乐观和满足也不自觉地传递给摊位前的
赶集人，疗愈了很多年轻人的精神内耗。

有观点认为，乡村集市的回归与“出圈”，
是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乡土文化与
乡村经济的碰撞，也是人文经济学的生动诠
释。在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里，在大伯大妈
的热情招呼里，在摩肩接踵和人声鼎沸里，集
市以一种质朴、温暖的方式包裹着身在其中
的人。在浓浓烟火气和暖暖乡土情中，赶集
人得以放下满身的疲倦与焦虑，享受一场直
抵心灵的“精神按摩”，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

“小确幸”。

赶大集正在社交平台走红

除了兴趣爱好，年轻人爱上农村大集，或
许也受各内容平台和创作者的影响。每到传
统年节，以赶集为主题的内容就会在各大社
交媒体走红，打卡、怀旧、逛吃，还有不少博主
贴心地整理出赶集攻略。记者以“赶集”为关

键词搜索发现，在小红书上，相关笔记超过
13万条，抖音上相关的短视频轻松就能收获
几十万的点赞。在短视频的带动下，赶集进
入了越来越多年轻群体的视野，年轻人的扎
堆涌入也造就了一批“网红大集”。

农村大集在社交媒体走红，除了“沉浸式
体验”和“新鲜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物美价廉。

如今，更多的年轻人在购物时追求性价
比，而农村大集中商品种类繁多，价格相对
低廉，还能随时货比三家，为很多消费者带
来了在城市中感受不到的新消费体验。在
短视频平台中，“论堆搓、巨便宜”“挑战100
元在东北大集能买什么”“不是超市买不起，
而是赶集更有性价比”等表现集市商品有着
更高性价比的内容往往能斩获一大波流量。

由此可见，农村大集凭借独特的商品类
别和环境氛围，成为求新猎奇的新媒体创作
的绝佳题材。有专家认为，在短视频博主的
聚焦之下，乡村大集的活力被进一步激发。
乡村大集可以顺应这种发展趋势，运用电商
和智能化技术，扩大自己的市场和影响力，或
建立自己的网店和社交媒体账号，吸引更多
的消费者，让乡村集市持续火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熙爽

临近年关，赶集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新时
尚。东北农村大集、山东农村大集、苏北农村
大集……打开网络平台，各式赶集视频层出
不穷。原生态的环境、便宜的物价和热闹的
场景，农村集市让年轻人“大开眼界”，赶集视
频也成为很多人的“精神零食”。

线下，赶集大军中的年轻人也在不断增
多，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集市，成为很多年轻
人周末休闲的新选择。赶集，这个带有年代
感的词语，为何在互联网上焕发新生机？年
轻人又为何爱上了农村大集？近日，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访吉林多个集市，感受农
村大集的独特魅力。

热闹的农村大集 蒸腾的烟火气

每逢农历一、四、七，长春大屯集市就迎
客开集。从长春市区出发，乘车一个多小时
就到了集市所在地——富锋镇。从下车点到
集市，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但是当地人告诉
记者：“只要开集当天去，人流就是最好的向
导。”果然，下车后，拉着小车的赶集人纷至沓
来，像河流一样涌入大屯集市。

22岁的仇美晗就是赶集大军中的一员，
今天是她的赶集“初体验”。她告诉记者，自
己对农村大集的第一印象是新奇。

在这里，一切都是“壮观”的。猪肉是成
扇卖的，酒水是整桶装的，冻梨、冻柿子被码
成整齐的小山包，被火燎过的猪蹄层层叠叠
地堆在一起。笼子里的肉鸡，站起来跟人的
小腿一样高；地摊上的冻鱼，比人的手臂还要
长。

这里的一切，又都是鲜活的。鲫鱼在水
盆中吐着泡泡，头顶红冠、身披黑羽的大公鸡

警惕地打量着行人，农家大鹅“嘎嘎”地叫着，
笼子里的小狗挤成一团儿。“走过路过，不要
错过”“苹果嘎嘎甜，不好吃不要钱”“大娘你
就放心买，不好吃送回来”……吆喝声、还价
声、聊天声，声声入耳；柴米油盐、果蔬生鲜、
家居杂物，各色货物门类齐全。

同样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大集上的物价。
白菜7角钱一斤，冻柿子一元钱一斤，苹果梨
10元7斤，刚卸的猪肉7元一斤……就连丹
东草莓的价格也被“打下来”了，15元一斤，
个个又红又甜。仇美晗告诉记者，农村大集
的物价让自己“见了世面”：“我打算花100元
吃遍集市里的零嘴，逛了1个小时，才花了
35元。难怪大家都说，东北有自己的‘货
币’。”

“一切都是生动的、丰满的、明亮的，生活
在这里变得特别具象。”28岁的李雪是农村
大集的常客，她告诉记者，在钢铁森林里生活
久了，热闹的大集对她格外有吸引力，“琳琅
满目的物品，喧嚣热闹的声音，农村大集里总
是充满生机和活力，蒸腾着热乎乎的烟火
气。”而烟火气，最能抚慰凡人心。

赶的不仅是大集，还有童年的回忆

具有百年历史的乐山大集，售卖香油、
烟叶的雁鸣湖大集，以驴肉为特色的新安大
集……在长春，各式特色集市吸引着年轻
人，特别是“80后”、“90后”，对他们而言，农
村大集不仅是一个交易场所，还是乡愁，是
内心深处的童年记忆。

1987年出生的冯峰，从小在农村长大。
四五岁时，他就会跟着亲人一起赶集。“每年
春节，赶集是孩子们的头等大事。有集市的
日子，我不用人催就会早早起床，跟家人一起

出发。”那时候，物质生活远不如今天丰富，但
在冯峰心中，集市上物品繁多、无所不有。“糖
葫芦、长白糕，再买上几盒小摔炮，这就是我
心中的年味儿。”小时候，他和父母一起赶集；
长大后，他和堂兄弟一起赶集；离乡后，他又
带着妻儿一起赶集。他说：“每次进入农村大
集，就好像回到了老家，回到了童年。”集市，
缩短了他与故乡的距离。如今，每年春节前，
他都会带着儿子来赶集：“希望大集带给我的
快乐，也能传递给儿子，让赶集成为我们共同
的记忆。”

在32岁的林凯看来，农村大集牵连着
自己的童年。“小时候，年关将至，二叔就会
将家里的孩子招呼到一起，蹬着平板车，将
我们带去集市。”村里的小路坑洼不平，但就
连颠簸也让孩子们乐成一团儿。等到了集
市，大家更是尽情撒欢，四处奔跑。“对联、福
字、红枣、糖葫芦，映入眼帘的一切都是红彤
彤、喜气洋洋的；吆喝声、叫喊声、打招呼的
声音，在耳边此起彼伏，十分热闹。大人们
一边购物一边聊天，孩子们四处寻找没炸开
的鞭炮。中午归家，母亲正在炸麻花，空气
里弥漫着食物的香气……”林凯说，这就是
他心中的年味儿。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童年回不去了，年味也越来越淡了。“年
节逛大集，是过年的仪式感，也是少有的能
感受年味儿的活动。”林凯说，他对农村大集
的感情，是对童年的留恋，也是对年味儿的
怀念。

东北大集，浓浓的人情味儿

因为毕业设计与集市相关，最近几个
月，21岁的刘文贺在不同的省份赶年集。
她告诉记者，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大集特
点鲜明——充满人情味儿。

她从商贩的吆喝声讲起：“在这里，买货
的不是消费者，是‘大姨’‘大姐’‘妹子’和‘大
兄弟’，尽管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在摊主的
嘴里，咱们都是一家人，全是亲戚。”

不仅通过称呼拉近距离，这份人情味还
落实在行动中。“询问了一句瓜子香不香，摊
主直接抓了一把塞到我手里，告诉我随便尝；
水果的价格是16.4元，即使用微信付款，店
主也给我‘抹零’了；听说我就买一个冻柿子
尝味道，卖货的大哥笑了‘就买一个还称啥，
丫头你就拿着吧’。”这一系列举动，让刘文贺
心里暖洋洋的。她说，在农村大集里，看到了
东北人的大方与热情。

张璐是来长春旅行的游客。为了体验当
地民俗，她和朋友结伴来到大屯集市。她告
诉记者：“看出来我对买菜不熟悉，东北大姐
特别自然地跟我搭话，告诉我蔬菜怎么选、水
果怎么挑，这个价位是否合算。跟路人问了
一句‘好吃吗’，身旁四个人跟我分享他们的
试吃感受，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就像朋友在聊
天。”可以放心地“只问不买”，可以跟商家讨
价还价，还可以跟陌生人从菜价聊到生活，张
璐说，“在东北大集，我的‘社交恐惧’不药而
愈。”

更让她感动的是在农村大集中看到的
“众生相”。卖鱼的摊主，天还没亮就为生计
开启一天的忙碌；卖老式糕点的大姐，冻得跺
脚还不忘招揽顾客；一对“80后”夫妻，为了
补贴家用，从零学起制作手工艺品；一起赶集
的一家人，一边购物，一边商量着过年的种种
安排……一个个奋斗的身影，代表着人们对
好日子的期盼。漫长寒冷的冬日里，看到他
们奔向未来的劲头，就让人对新的一年充满
盼头。张璐说，无数平凡人为之拼搏奋斗的
新年，必然是一个温暖、富足、有滋有味的年
头。 （采访对象皆化名）

逛大集逛大集，，感受温暖富足的新年滋味感受温暖富足的新年滋味

■ 甘怡淳 之江轩

近两年，一到传统节日，视频平台上
“逛大集”主题就会成为流量密码，引来众
多网友的沉浸式观看。年轻人为何突然又
开始逛大集了？一方面，农村集市随着时
代的发展变得更加活泼有趣、更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
更加渴望回归朴素，用人情味治愈“精神焦
虑”。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开始把“赶集”作为一项新的休闲
活动，进而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行为。

农村集市作为传统的商业活动，在现
代社会元素的推动下迸发出了新的生命
力，但在未来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如何保存住民众这份“赶集”的热情，让集
市经济一直持续火热？笔者认为，至少可
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深挖文化这口“井”。乡土文化是乡村
集市的鲜明标签，也是乡村集市得以生生
不息的基因密码。如何避免“特色小吃都
是淀粉肠”的尴尬？破题关键还在于深挖
在地文化这口“井”，从当地的历史人文、民
俗风情、非遗技艺等特色文化中汲取养分，
让乡村集市成为文化交互交流的新场景。

比如在云南，乡村集市往往与传统节
日庆典结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民俗
狂欢”，比如苗族的“踩花山”、傣族的“泼水
节”、哈尼族的“黄饭节”等，每年都能吸引
成千上万的游客，既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
也让民风民俗搭载着集市平台的流量得到
传承和弘扬。

“旧瓶”也要装“新酒”。乡村集市作为
一种传统民间风俗，要吸引新一代年轻赶
集人，除了保留原汁原味的乡土味、烟火
气，也要契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审美需
求，在视觉设计、品牌包装、打卡玩法、传播
方式上创新升级，线上线下玩转属于乡村
集市的“土潮风”。

比如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壶镇去年夏
天举办的“五·廿八”大集，既有传统的戏台
表演，又引进了电音泼水节，还找来本地村
民扮演“卖货郎”和“王婆”，与赶集人互动
问答壶镇的历史人文故事，答对了就能获
赠文创产品。这些新玩法，吸引了不少年
轻人。

“尽精微”方能“致广大”。尽管乡村集
市已然迎来“又一春”，但环境卫生脏乱差、“三无”产品泛
滥、售后服务与维权不便等问题，或多或少还存在。要想
寻求长远而健康的发展，让更多人为乡村集市停驻，就得
不断完善细节、补齐短板，提升服务质量。比如，加强市
场监管、改善基础设施、优化乡村环境，建立更多长效机
制，为乡村集市的繁荣提供“硬支撑”。

比如有的乡村依托集市这一平台打造创意园区，吸
引大学生创客入驻；有的乡村出台助农政策，鼓励支持当
地农户进场交易；还有的乡村特别设立“共富摊位”，通过
直播带货带动当地特色农产品销售，让乡民成为“共富合
伙人”。

有人说，市井长巷，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
但愿乡村集市归来以后，就不再远走。

20242024年年，， 火火““出圈出圈””

▲ 摊主在吉林省长春市近郊的卡伦大集上展示自家养殖的
“笨鸡”和大鹅。 新华社记者 唐成卓/摄

▲ 不少顾客来到吉林省长春市近郊的卡伦大集上购买年货。
新华社记者 唐成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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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大集上，新鲜出炉的烤鸡腿散发着
香味，也给集市增添了一份烟火气。 李熙爽/摄

▲ 长春大屯集市，摊主挂起福字，摆好对联，等待赶
集人来挑选。 李熙爽/摄

▲ 游客在山东省日照市南湖大集挑选非遗手造。
图片来源：直播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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