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的闲到底闲在哪里？一杯盖碗茶，承载了

所有在成都和想去成都的人心中的休闲。

有人说，一年来个两三次，一次住上三五天，一

天吃上五六道，一生来过七八年，才有可能把成都

吃遍。成都美食麻辣够味，最让人欲罢不能。

逛锦里、走宽窄巷子、看大熊猫，是很多人成都

之行必不可少的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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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游

“ “

在成都，即使在景区，都能让来到成都的游客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寻觅这个城市曾经和现在发生的各色故事。无论是追求自

由自在的旅游者，还是跟团走马观花的游客，成都这座城市都会让人感受到无所不在的休闲：扎进老成都的茶馆里要一杯花毛峰、看

一天麻将，抑或是在人群熙熙攘攘的锦里边走边尝成都美食，享受被导游难得的“放养”。

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副秘书长徐挺认为，成都市民的休闲感使得游客到了成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和节奏，融入成都的休

闲、安逸。去哪儿网副总裁戴政表示，成都已经成功实现了旅游从观光到休闲度假的转型，人们来成都的目的更多地是深入体验这个城

市的休闲生活和文化，比如泡茶馆、打麻将和学习变脸。“我认为这是旅游发展的高级阶段，吸引游客的不仅是景区，而是一座城市的生

活方式。”

创意吧

□□ 本报记者 鲁娜

“茶色”成都：“闲”到极致的都市生活

□□□□ 本报记者 刘妮丽

胡润近期一项针对国内千万身

家富豪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休闲

方式方面，游艇首次超过旅游，最

受青睐。旅游排名第二，高尔夫仍

排名第三。富豪们选游艇，因为它

健康又方便。高尔夫对他们来说，

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个理想的

社交平台。”

业内人士对此分析认为，相对

高尔夫来说，游艇是更理想的社交

平台。大公司的高层，通过超豪华

游艇这个“更理想的社交平台”，接

待重要客户及重要的商务洽谈，同

时提高公司形象和知名度；游艇作

为普及海洋文化的一个载体，则是

游艇业另一个要开发的巨大市场。

中国游艇市场远未成熟

在中国游艇俱乐部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保真龙看来，现在是中国

游艇市场启动的完成期，这个时段

应达到两个指标：第一是中国拥有

2000 艘以上大于 40 尺的在籍和非

在籍游艇，以及 30 家以上真正意义

上的游艇俱乐部；第二是参与游艇

活动的国民超过 3000 万人次，且有

一些定期的大型游艇主题活动。

保真龙预测，2020 年中国将进

入“游艇市场形成并迅速发展期”，

这个时段也应达到两个指标：第一

是中国拥有 100万艘以上大于 40 尺

的在籍游艇，以及 2000 家以上真

正意义上的游艇俱乐部；第二是参

与游艇活动的国民超过 3 亿人次。

“我认为中国游艇俱乐部未来的

发展空间是无限的，这是一块未成熟

的市场，还有大量需求。”保真龙表示。

游艇成水上休闲主力

虽然游艇作为水上休闲娱乐运

动的一大主力，已经深得国内一些

新贵阶层的热捧，他们认为，通过驾

驶游艇体验水上乐趣不但能平衡繁

忙工作所造成的紧张情绪，亦可以

实现自我人生的充实。不过，眼下

的形势是，丰富多彩的水上运动正

以各种方式走进国人的生活中，游

艇早已无法独挡一面了，帆船、帆

板、摩托艇这类更具刺激冒险意味

的水上运动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时尚

人群的全新追求。

各大游艇俱乐部当然不会错失

这样的发展趋势，在以游艇会所为

先导的前提下，顺势发展起来的各

类水上运动已成为大势所趋。这些

俱乐部大多具备了水上运动所必须

的场地条件，只要再配合一些硬件

配套设施，加上专业人才的输入，发

展成为综合性的水上运动俱乐部自

然不在话下。

国内最早诞生的一批游艇俱乐

部，诸如深圳浪骑游艇会和青岛银

海国际游艇俱乐部，他们早已在原

有游艇会所的基础上，逐步开发出

各类水上运动，令游艇玩家在体验

游艇所带来的奢华享受之余，亦能

通过游艇会所涉及的各类水上运

动，感受到更为刺激的时尚氛围。

游艇俱乐部 水上娱乐追逐高端消费

人们对成都休闲的印象大多体

现在美食丰富，茶馆遍布。在成都，

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

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在距

离宽窄巷子不远的人民公园，记者

体验到了最真实的成都式休闲。从

早上开始，人民公园里已经满是喝

茶、聊天、看报、聚会、打麻将、唱歌

跳舞的人。人们聚在这里，一边聊

天一边享受着舒耳郎的专业服务，

打麻将的人一边喝着茶，一边大声

对谈。

在人民公园喝茶的，老年人居

多，这里的茶馆多得让人惊叹——

这居然是在一个遛弯散步的公园

中。公园全是一派苏州园林似的

传统中国园林风貌，盆景被园林工

人修剪得巧夺天工，园内庭台楼

榭古色古香，碧水环绕，游廊小径

蜿蜒其间。步移景异，透过镂空

花纹的灰砖围墙，园内的景致又

被浓缩成一个个充满古典韵味的

微型景观。

在人民公园喝茶，一定要挑那

种露天下有传统旧式的竹椅的茶

馆，竹椅用竹筒和竹片做成，坐下

来，树荫凉气袭人，玉兰花飘香，竹

椅透着凉意，立刻就像回到儿时的

老家。在这样的茶馆里，人们的坐

功可以自然的增长，所以“泡”字就

成了茶馆的灵魂。这里也是老成都

人最为聚集的地方，“摆龙门”阵能

摆一天。即使是工作日，找一张空

桌也不是即到即得，更不用说周末

人满为患了。

扎进其中，有老夫妻各自看书

看报喝茶，有表情丰富的麻将阿姨，

好久不见相约的老友，大声畅快地

聊天，虽然人声鼎沸，但却觉得周遭

的人声恰到好处，充满了浓浓的、欢

快的生活气息。

茶座之间，间或会有舒耳郎穿

梭往来，穿着黑色中式的马褂，胸前

挂着一枚小小的牌子，写着“舒耳

郎”，他们寻找尝鲜的游客，工具繁

多，手艺地道。

泡茶馆，一杯盖碗的花茶必不

可少。因为花茶是老茶叶加上茉

莉花熏制的，不但价格便宜，十块

钱一碗，还经得起长时间的浸泡，

你就是坐在那里喝上一天，茶铺也

是笑脸侍候。花毛峰是成都每家

茶馆必有的茶，这里的茶馆讲究一

茶一座，各自点好茶后，堂倌便会

拿着白瓷印花的盖碗，为你泡上第

一泡，拿着盖碗轻轻拨弄茶水，喝

上一口，茶叶的醇苦之后便是唇齿

留香。

坐累了，便靠着竹椅抬头仰望

阳光洒在嫩绿的叶子上，无论眼睛

闭着还是睁开，都像极了电影镜头

中才有的那份悠闲自在。

“吃在中国，味在四川”，声名远

播的川菜、各种风味的小吃以及成

都人享用美食的习惯和风俗共同交

织构成了成都独特的饮食文化。其

中实力最雄厚的当属“龙抄手”和

“钟水饺”，还有“赖汤圆”。火锅是

成都的另一大特色，不管是最有特

色的皇城老妈还是路边排挡，正宗

的麻辣味道和热烈气氛都让人欲罢

不能。川菜中的水煮鱼、毛血旺等

经典菜式，也只有在成都才能吃到

最正宗的味道。吃在成都是休闲安

逸的另一种极致体现。

吃新品川菜，记者向您推荐既

好吃又有文化氛围的三家酒楼：红

杏、文杏、银杏，三家的价格随着排

序递增。如果为了尝鲜，红杏就足

够了。这里的特色菜口水鸡，被叫

成了“红杏鸡”，同样值得推荐的特

色菜还有“红杏鳝段粉丝”“红杏霸

王蟹”“红杏全家福”“红杏风味牛

肉”。不过，红杏以连续 9 年就餐排

队无一例外而著称。所以如果想去

的话，最好能够提前预定。

如果想吃遍成都小吃，图个方便

的话，锦里就能满足你的所有需求。

伤心欲绝时可以吃一碗伤心凉粉，管

它是辣出来的眼泪，还是心酸的泪。

高兴时吃一杯锦里小吃巧克力喷泉，

想过瘾就来碗麻辣凉面，还有叶儿

粑、竹叶粉蒸肉、香辣凉糕、三大炮、

各种风味的豆腐花、醪糟，总之在这

里你能尝到各种锦里小吃，饿着肚子

来，打着饱嗝回。

国宝大熊猫、四川美食是成都旅

游的两大活招牌。2011年，成都接待

国内外游客达到了9674万人次，同比

增长 41%，其中入境游增长幅度更大，

达到了121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

旅游总收入805亿元，同比增长33%。

如何将文化创意融入旅游产业

中，推动成都旅游的国际化与现代

化，是成都一直在做的事情。最典型

的例子是锦里和宽窄巷子。开街 3年

多来，宽窄巷子流淌的成都文化吸引

了来自境内外的游客近 3500 万人

次，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成都底片，新

成都客厅”。

现在，成都的旅游已经越来越休

闲，更多的游客选择体验成都的生活

方式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观光客。

他们活跃在成都本地人最爱去的茶

馆喝盖碗茶、听川剧、看变脸，对成都

的麻辣川菜从辣怕了到怕不辣，甚至

学起了打麻将，将成都安逸舒适的慢

生活过到了骨子里。

记者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时，恰逢园内的小熊猫搬家，这个

基地还为小熊猫们成立了全国首个小

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相比于体态庞

大、慵懒的大熊猫，小熊猫的样子更像

浣熊般憨态可掬。不过，既然是大熊

猫基地，大熊猫当然仍是这里的主角。

成都能看到大熊猫的地方很

多，其中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是离市区最近的一个，这里的半数

以上游客都是外国人。在竹林密布

的基地内，室外园区是人群集中的

地区。在室外的大熊猫，无论是成

年还是未成年的，都一副任凭人声

鼎沸，我自傲然不动的架势，让游客

连为它们现场配音的机会都没有。

在其中一个园区，一棵树的枝杈

上“挂”着两只幼年大熊猫，一只已经

找到了最舒适的发呆姿势：两只腿分

别搭在两个树杈上，两只胳膊趴在另

外两个树杈上。而另外一只怎么也找

不到最舒服的姿势，只得扭动着大屁

股上下寻找，引来一阵旁白与尖叫。

现实中的熊猫跟传说中的一

样，除了吃饭就是发呆，却还顶着两

个大大的黑眼圈。现实中的成都，

却是除了喝茶就是发呆。

坊间有句名言叫作：“拜武侯泡

锦里”，在锦里，人们泡的是一种文

化范儿。传说中的锦里，是西蜀历

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

道之一。如今的锦里，依托武侯祠，

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

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为内容，扩

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

一进锦里大门，那热热闹闹地叫

卖着的“张飞牛肉”就让人备感亲切，

再加上店里的活招牌“张飞”促销员

“飘来飘去”地前后招呼着，三国风非

常浓厚。而这条街里曲径通幽、闹中

取静的闲散气息，还有那些散发着怀

旧味道的老建筑，都让人流连忘返。

与锦里相同，宽窄巷子也一样怀

揣着千年的历史。宽窄巷子原是旧时

满族在成都的聚居地，虽像北京后海

一带，聚集了茶馆、酒吧、餐馆、商店、画

廊、小吃，价格却比其他地方实惠许多。

与锦里不一样的是，宽窄巷子的

建筑是北方胡同建筑在中国南方的

最后遗存。记者发现，在宽窄巷子，

可以看到原状保护的老街道、老房

子，又能通过喝茶、吃成都小吃等方

式，体会到成都人悠闲的生活方式，

了解市民“巴适”的感觉。不少成都

著名的文化人也在宽窄巷子居住、聚

会，外地游客能近距离感受到成都最

真实的生活气息和文化气息。

锦里的热闹是吆喝，是茶馆里的

戏曲相声和有着各色绝活的民间艺

人，是武侯祠外一条街的成都小吃。

而宽窄巷子集中的更多地是充满情

调的会所，巷子的精彩并不外露。

数说成都

成都小吃琳琅满目成都小吃琳琅满目（（摄影摄影 石靓亮石靓亮））老成都的盖碗茶生活老成都的盖碗茶生活（（摄影摄影 石靓亮石靓亮））锦里的热闹是吆喝锦里的热闹是吆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