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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元珍旅游民宿要规范，也要有特色（下）
民宿数量激增

自我国民宿登上旅游产业的舞台后，已
经成为近几年旅游投资热点。《!"#$中国民宿
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年 &%月 (%日，民
宿客栈在去哪儿网登记数量为 )!$'*家；而
到 !"&$ 年 + 月 (" 日，这一数据已增长到
)*","家，不足一年时间增加了 ')&!家。

数量的激增并非民宿业发展程度的唯一
指标。一位民宿经营者坦言，当前民宿市场准
入门槛低，逐渐出现了形式单调、同质化现
象，在某些热门景区能盈利的民宿门店其实
并不多。

缺乏人情味和区别度并不是民宿应有的
发展方向。在游客对旅游特色体验的需求不
断提高的当下，民宿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其个
性化、多样化特点是其与宾馆酒店相比的最
大优势。因此应当发挥优势，打造具有特色文
化内涵的、成熟的民宿产业。

行业标准的出台并不意味着要整齐划
一，放弃个性。文件也对民宿发展提出一些
软性要求：“需在环境与建筑、设施和服务以
及特色等多个方面脱颖而出”“要求民宿主
人热爱生活，乐于分享，要求民宿主人和当
地居民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还规定“应通
过建筑和装饰为宾客营造生活美学空间。在
设计运营上应注意传承保护地域文化，倡导
绿色消费”。
“这样的民宿可以为宾客提供更加安全、

舒适、放松的家庭式居住体验。生活在城市的
居民，更愿意从热闹繁华中短暂走出去，重新
回归大自然，在民宿这样的环境中重温和感
悟中华民族传统的家文化。”北京工商大学旅
游与营销系副教授张运来表示。

文化特色才是核心竞争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厉新建认为，我国很多地区民居和城镇建设
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这给民宿发展

赋予了更加宽广的文化支撑。民宿经济发展
在对地方优秀文化传承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
同时，也有利于地方优秀文化的融合，为供求
双方高效、合理匹配奠定基础。

增加特色和文化气息，是未来民宿业提
质升级的重要途径。目前，一些地方推出乡村
文化民宿的模式，立足于资源与文化遗存的
保护，保留和维护村落本真的生产生活形态。
例如丽江古城的民宿，建筑结构和房屋布局
都极具当地民族特色。笔者也了解到，不少租
房平台也开始进入民宿市场，探索更多新颖
的模式。例如小猪短租推出了书店民宿、花店
民宿、动漫主题民宿等；从链家出来的自如平
台开启民宿服务后，主打“风土人情”的精品
路线，满足年轻人个性化消费需求。可以期
待，未来的民宿市场将愈加丰富多彩。

相关链接
" 民宿发展避免进入两个误区

高舜礼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

在民宿开发过程中，很多老宅、老街、古
镇被利用起来，客观上这种利用也是最好的保
护。无论是当地民众还是住宿者，在这个过程
中都会对乡土文化的价值有进一步的认同。

民宿的发展推动了旅游住宿的中国化、
本土化进程。要理性认识民宿这种旅游新业
态，避免两个误区，既不能认为民宿就是一家
一户的样子，不需要太高的水平；也应该防止
一开始就由政府主导推动，去搞规模化、片区
化。对于一些较为低端的民宿，应该提倡参照
相关旅游接待住宿标准进行升级；对中高端

民宿产品则要突出个性化，强调文化元素的
注入和软件的提升。

" 规范民宿发展要多方发力

张润钢!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

民宿的发展还有超出旅游本身的社会意
义，对于新农村建设、扶贫、把更多文明的因素
导入到乡村里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都具有
现实意义。未来民宿的发展热潮还会持续。

当下规范民宿业发展的重点，并不在于
产品形态，而是其他方面，例如安全问题，民
宿大多建在乡村，很多是山区，这些地方往往
地质情况较为复杂，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较大，民宿的选址、对地质灾害风险的规避等
就需要规范。此外，还有治安、食品安全、环保
等问题，都是现阶段民宿产业发展中亟待规
范的内容。

" 民宿市场出现分化

张晓军 !北京世纪唐人旅游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首席分析师"

在高速发展中，民宿市场已经开始出现
分化。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相对发展较为成
熟，这与当地经济发达、消费者成熟、地方政
府助推有关，也带来人才培训、规划设计等支
持性服务业态的发展，从而走向产业链的良
性循环；另一方面，一些地区的民宿市场出现
过热现象，市场需求不足，市场价格在下降，
部分民宿经营不景气。未来民宿业新一轮洗
牌将不可避免。

" 创造品质生活是民宿价值所在

刘聪 !重庆市乡村旅游规范发展专家委

员会顾问"

限量、定制、专属才是民宿消费的内涵。
民宿的核心价值在于品质生活的创造，每一
家民宿业主都是一种特殊休闲生活的创造
者，体现民宿业主对自在、舒爽休闲生活的追
求。民宿业主的心态和修养，是民宿成败的关
键。目前来看，民宿的产业化时机尚不成熟，
需要嫁接农场。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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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长乐邨
!!!在公公丰子恺身边的日子

丰南颖 丰意青

! ! ! ! ! ! ! ! ! !"#商店比比皆是

“文革”前-长乐邨 +(号总是热闹非凡，人
来人往，尤其是星期天-正像爸爸在《回忆父亲
丰子恺》一书中叙述的.“‘日月楼’每到星期
日总是‘座上客常满’的。有一年春节，我们统
计过，单是年初一一天来拜年的客人就有四
十多人。”“文革”开始后，这些客人不见了-正
像爸爸所写的.“平时‘日月楼’是异常的寂静，
简直‘门可罗雀’。”
我们的爸爸妈妈仍然在繁忙中照常访问

公公和婆婆。一九六八年秋天弟弟菊文即将
出生-爸爸妈妈接南颖回到复旦念书。长乐邨
两位孤老需要壮年人来照应- 而且公公受冲
击后，每月只有五六十元的生活费，这点生活
费不够开销，有房租、饭费，英娥阿姨的工资，
以及各种日常生活费用等等。公公和婆婆商
量下来觉得如果我们一家搬来长乐邨同住可
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于是仲夏的一天-婆婆带
了回长乐邨访问的南颖- 到复旦找爸爸妈妈
搬救兵。听了婆婆哭诉衷情后，爸爸妈妈潸然
泪下，毅然决定带着全家搬去长乐邨，将他们
当时所有工资都贴给了大家庭用，同时侍奉
着公公婆婆并尽力保护公公。于是我们俩在
复旦附小分别上完了三年级和一年级之后-

搬去长乐邨长住- 在公公身边度过童年和少
年时光。

我们听说全家要搬去长乐邨和公公婆婆
长住在一起非常高兴，尤其青青近年来极少
去长乐邨更为兴奋- 憧憬着旧时美好的经历，
但青青兴冲冲地搬去后立刻发现长乐邨已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儿童们的嬉笑声早已离开
了 (+弄 +(号-阿咪也不见了。家里每天空气
沉重-公公在家时只喝闷酒或抽烟-很少说话-

更谈不上与我们玩-他常常坐着木然地眺望着
窗外的杨柳树，许久也不挪动一下。钢琴已无
踪影，原先挂秋千架的地方已属于别人家。

南颖已在公公身边生活多年- 搬回长乐
邨如鱼得水-不需要适应。但是对青青来说-搬
来长乐邨后生活环境变化很大。首先一大不

方便之处是语言，在复旦我们说普通
话，在公公婆婆面前我们说一口家乡
石门话，而在学校里和街道上大家说
上海话，所以青青必须学上海话。其
次那时的长乐邨已不是市梢头，而是
市中心的繁华地带，这与复旦的田园

风光相比是个迥然不同的环境。
长乐邨周围商店比比皆是，出了陕西南

路大门往左拐不远是“时季花店”，那儿通常
有鲜艳夺目的花卉，偶尔也卖小鸡、小猫和小
兔子等。往前走过了 $(弄便是南货店，那是
公公派我们替他买香烟的地方。继续走到了
*(弄口，是当年的公共传呼电话站。再过去
是水果店、小烟纸店，再走就是小吃店，早上
卖大饼、油条、豆浆、粢饭糕，下午卖生煎、小
笼、粗炒面、馄饨、鸡鸭血汤等，公公每天的早
饭（大饼油条、豆浆）就是阿姨去那里买来的，
有时公公会让南颖去为他买那儿的粗炒面当
午餐或晚餐吃。小吃店旁的鹅卵石弄堂里是
我们俩上学的瑞北小学。长乐邨大门斜对过
是米店和酱油店，也卖酒，公公喝的特加饭酒
有时从那里买来，也有时是在陕西南路对马
路的一个酒店里买来的。往淮海路方向走有
个小吃店只有下午营业，卖油墩子或“大面
孔”。再走是慈云药房，那是公公常常派我们
替他买薄荷锭等物的地方。靠近陕西南路淮
海路的野味香- 以馄饨而著名，也卖各种冷
菜、炒面、冷面和春卷，那儿生意很好，从马路
上的窗口朝里望进去-可看到挂着的腊肉、香
肠等-公公喜爱那里的五香烤麸-夏季公公会
叫我们去那里买芝麻酱拌冷面或素浇冷面给
他吃。走到淮海路的话更热闹，有万兴（上海
第二食品商店）、哈尔滨食品厂、六一儿童商
店、公泰果品店、美心酒家、利文无线电器材
商店等等。长乐邨大门对面是新乐路，后来的
高教局背后可看得见东正教堂的三个浅蓝色
的圆顶。要看病的话-淮海医院就在淮海路和
陕西南路交界处-公公在那里住过院。出长乐
邨大门往右拐走下去是长乐路，路口是沪江
食品店，这也是我们常去购买食品的商店。穿
过长乐路是红房子西菜馆- 家里有喜事公公
会带我们去那里吃饭庆祝。红房子旁边是幽
静的三角公园，附近就是锦江饭店，这里街道
宽广，车辆稀少，我们俩就在长乐路上学会了
骑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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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毛做事情到位，颇有江湖气，出手也是
慷慨大方，门口一块告示上大写两句口
号———不怕开价高，虫好不还价！
从 *月 &"日开始，手下伙计开始在门口

设摊收虫，每天送虫的撬子手川流不息，凡遇
到四斟以上的大虫，一定交给小毛亲自看，即
使是连长、排长的级别，小毛如果看对方撬子
手今天没“开过张”，也会收下来，这
样一来，人家撬子手不管抓蟋蟀多苦
多累，实在没收获去郭小毛那里也有
赏钱领，心里自然开心，口碑做出来
了，好虫便源源不断。
老纪再三考虑之后，还是江湖义

气摆在第一条，先给小毛看。十几年生
意做下来，大家一直客气交往，小毛每
年来杭州带那么多好吃好用的洋货，
从来没忘记过他老纪一次。今天觅得
了虫王，直接抽跳板找到谭敬那儿去，
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绝不做。

当即来到三阳旅馆，小毛这天坐
在门口吃西瓜，老远路看到“杭州第
一撬”来了，而且穿得“三青四绿”，心
里一阵激动，跑到门前一看这老纪空
着手来的，一时间有点吃不准啥路道
了。只好先请到里面小房间，关起门私聊。老
纪开门见山告诉小毛，昨晚上捉到一只千载
难遇的虫王，小毛慷慨大方不假，江湖阅历也
是真的，论年龄比老纪还大两岁，一听就明白
了老纪的来意，马上拱手作揖恭喜道：兄弟今
年手气好，这次好发笔财了，有啥想法尽管
讲，我能帮上一定帮。几句贴心话，老纪听了
心里暖洋洋的，于是就把这只虫王如何捉牢，
长相，大小，一一道来。

小毛尽管是老法师了，听到后来也是两
只眼睛碧碧绿，连连吞口水，恨不得马上就要
把虫王捏到手里。小毛问老纪，今朝夜里还
去忙捉虫吗？意思是最好马上看！老纪讲今天
休息一天，前面太吃力了。小毛虽然是成功
的小老板了，毕竟不是谭敬这样有气度格局
的大商人，心里面不愿放老纪跑，对方现在是
手里有宝贝，这人一放走变数就大了，于是又
说：我请你喝酒去，今天来个一醉方休，夜里
你就住在旅馆好了。老纪一口回绝，屋里一
只宝贝虫王要加水加饭洗澡，没心思在外面。

以前是玩杭虫，枸桔弄就好比今天的泗店，南
方常年水土湿、温度偏高，故这杭虫和人一
样，天天要洗澡的。听老纪这样讲也是合情合
理，小毛心思活络，眼睛一转，马上接口讲：也
对，这只宝贝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先回去忙，
空下来我便亲自来找你，你的事情我记下了，
包在我身上，保证让你舒服。

老纪人是老实，听到小毛这句话，赛过吞
下定心丸，于是作揖告别，匆匆赶回
家去。小毛目送老纪离开后，走来走
去想想不太对，赶忙唤来一个灵巧的
伙计，小毛附耳交代一番，伙计听罢
连连点头马不停蹄便外出办事了。
当天下午五点钟左右，老纪家

住的七堡附近热闹非凡，人们探头
探脑不时张望，议论纷纷。原来当地
来了个穿着体面，白白净净一看就
不像当地农民的陌生中年人，身后
还有两名随从如影随形，一名随从
提着一只金华火腿，两瓶上海的七
宝大曲，外加两条上海美丽牌香烟。
另外一名挑着扁担，两头各挂有一
个食盒，食盒上刻有知味观三字，这
可是杭州老字号，在当时也不是普
通人家天天消费得起的。

要说是谁用得起这份排场，谁摆得出这
副腔调，自然是我们上海第一虫贩、杜月笙
的门下弟子、虫季里谭敬面前的大红人———
郭小毛。原来这郭小毛思前想后还是不放
心，小毛是这样想的：如果这只真是虫王，万
一不是经自己手流入上海，迟早要和谭敬的
将军会上，到那时非但自己在谭敬面前要抬
不起头，从此上海第一虫贩的头衔恐怕也要
让人了。因为老纪是先知会过他的，所谓不
知情者无罪，知道了还漏走虫王，江湖上会
耻笑———这个第一虫贩天天在杭州是干什
么吃的！以后郭小毛三个字在江湖上要颜面
扫地成为笑话，没办法混了。郭小毛不能和
杜月笙、谭敬这样的人物比，但也是赤手空
拳凭本事发迹的老板，绝非浑人一个，利害
轻重能一眼看到关窍。于是想出这个办法，
就算看不到虫王，也要套套老纪口风。老纪
不来，自己干脆上门请客，带好酒菜拜访，吃
准了老纪是老实人，自己用这个规格对待对
方，万无空手而回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