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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成人版“过家家”

2021年夏天开始之前，雷克斯还是一名
露营小白，而现在他露营的频率是“每周一
露”。上个周末，周六他先带着家人品味了
淀山湖的野趣，周日又到松江享受了夜伴星
光，“露”了个痛快。
早先，雷克斯有过一顶帐篷，因为觉得占

地方送了朋友。玩露营一年后，他的装备已
经堆满了书房，即使一个人出去露营，7人座
的SUV后备箱也能装到爆棚，后座都能满上，
车顶还要架上辆自行车。雷克斯忍不住感叹
“露营就是个大坑”。

露营是成人版“过家家”，雷克斯非常认
同这种说法。他喜欢拍照，每次露营，他负责
搭建和拍照，妻子负责做饭，儿子也能帮上点
忙。妻子和儿子本来对露营无感，现在跟着
他也迷上了。为了周六能过夜，雷克斯还让
妻子把儿子的兴趣班都集中到了周天。露一
次营，搭、拆帐篷，说不累是不可能的，但是一
家人觉得很尽兴，还能从中学习到不少野外
求生技能，让生活的安全感倍增。
不过夜的话，夜公园也是很好的选择。

他家住闵行，闵行文化公园、体育公园都到晚
上9时闭园，是他周末露营常去的地方。他经
常结合当前花季，到各地搭帐篷，杨浦的共青
森林公园、奉贤的“上海之鱼”、金山的“花开
海上”他都很喜欢。最近，他还准备体验一下
以自行车为特色的嘉北郊野公园。
通过社交媒体小红书、朋友圈和露营微

信群，雷克斯已经把上海的露营地摸得门清，
并且不断收集增补。露营的人太多了，营地
数量也暴涨，他观察，今年6月之后，上海露营
地好像呈几何级数在增长。“感觉只要是一块
绿地，甚至一块荒地，都可以拿来露营。”

二 从星星点点到爆火一片

受到疫情影响，外出旅行不便，城市露营
迅速扩散开来。在城市的郊外寻找一块绿
地，带着孩子和三五好友搭个帐篷，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亲近自然，放空自我，确实能消退
积聚了一周的焦虑和疲惫。
这两年发生的变化，做露营多年的当当

和黄宇洲感受强烈。当当是金山廊下星空露
营地的主人，她说2020年下半年开始，咨询露
营的人突然多了，来营地的人也骤然增多，并
且越来越多。营地一时间应接不暇，增加厕
所和淋浴间数量，忙活过好一阵子。
黄宇洲是上海最早做露营的一批人，他

的“蚂蚁亲子”早在2016年就在佘山森林宾馆
做过观星主题的露营活动，后来经常组织30

组、50组帐篷的露营，2018年、2019年连续在
广富林郊野公园举办松江山水城千人露营
节，2019年开始在辰山植物园连续举办三届
长三角帐篷露营，基本上每场都是300顶帐篷
以上、1000—2000人的大型活动。
“但那时候，露营还远没有成为潮流”。

而这两年，他们推出的“星空露营护照”已经
成为公司的主打产品之一，露营产品在网上
一放出来，很快就被一抢而空。国庆节客服
咨询量特别大，加上要做活动的准备，工作人
员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

网络空间一点也没闲着。注重生活体验
分享的社交平台“小红书”，已然成为露营信
息的聚集地，有统计显示，平台上“露营”相关
笔记已超过100万条。也从来没有一个微信
群像露营群这样活跃，每天从早上7时到午夜
零时，消息一条接着一条，营友们兴致勃勃地
分享着各种营地和装备信息，似乎永不疲倦。

三 竟是如此让人着迷

城市露营者的涌入，使原本属于小众的、
体验贴近原始、自然生活的露营向舒适生活
靠拢，“搬家式露营”“轻奢露营”的概念陆续
出现。
在网络平台上，人们不厌其烦地整理出

完整的上海露营地合集、装备清单以及营地
氛围装备清单。比如仅仅“灯”一项就会列出
8种甚至更多，桌面充电灯、头灯、充电帐篷
灯、灭蚊灯、煤油灯、挂在帐篷上的氛围灯、手
电、营地灯，当然不会漏掉配套的煤油瓶。有
人晒出的清单中还包括了花瓶、园艺剪、专业
收纳箱、置物架和投影幕布，营地车1辆拖不
下，还要2辆。
帐篷也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早

期的露营活动大都是一家一顶小帐篷，流行
之后，搭起来的动辄就是两室一厅的大帐篷，
还要摆上桌椅。帐篷外形也更美观、梦幻，满
足人们和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愿望。

当当做露营4年，明显觉察
到露营者需求的迅速提升，相
应地营地也会作出配套升级和
改变，比如厕所数量增加，设施
和卫生条件提升；以前没有淋
浴，现在也配上了浴室；餐饮方
面以前只有普通的烧烤，现在
都配上了烤牛排；并专门在溪
流边辟出一块营地做限流、拎
包入住式的轻奢营地；各种活
动策划也在升级迭代。总之，
一切能提升露营者体验感的服
务都在加码。
当当开玩笑说，才火了两

年，露营已经相当“卷”。
露营为何会使人如此着迷，迷到挖空心

思去考虑露营中的每一个细节，殚精竭虑要
把露营生活变得尽善尽美，可能要归因到野
外新鲜的生活场景带给人的兴奋感，以及人
类自有文明伊始，对营造一个自然舒适的家
无穷尽的追求。
搬家式露营带来的一个意外是，常有妻

子感叹，丈夫在家手指头都懒得动一下，一说
到露营，立马像变了个人，从装车到卸车，从
买菜、洗菜到做饭、扎营、收营，事必躬亲。

四 风口过后走向何处？

露营产业也在加速发展。黄宇洲说，这
两年露营的火爆直接带动了整个产业链上下
游的发展，上游帐篷等装备企业业绩增长迅
速，有的已经成了上市公司；露营相关的炊
具、食品，户外运动类的飞盘、单板、桨板等也
跟着火了；电动车企业也推出了专门方便露
营设计的超大后备箱款式。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我国共有

超4.1万家露营地相关企业。其中，2020年新
增8758家，同比增长227.52%，实现近10年来
的最大增速。2021年又新增2.1万家，同比增
长139.50%，是近10年来相关企业注册量最
多的一年。
无论如何，露营仍在风口，不断有新人加

入，新鲜血液丰富着业态。除了人们熟知的
草坪营地，沙滩营地、林间营地和碎石营地等
也陆续出现，露营业参与者和城市露营者互
相推动着体验的迅速升级。
去年年初，玩了10年越野和户外的老秦

在金山廊下整饬了一块营地，取名“林间野
致”。结合营地特点，这里既有给初级玩家的
草坪营地，也有适合中高级玩家的林间、碎石
营地和超级玩家喜爱的木平台。林间不仅干
净，温度对夏天的露营者也非常友好。因为
喜欢越野，他还打造了单边坡、水塘、涉水路
面、乱石堆、沙坑和单边桥的越野体验道。
老秦像对孩子一样精心呵护着自己的营

地。初建成时，他在户外群邀请了一些户外
达人免费体验，然后头脑风暴，提出修改意
见。自己会在不同季节在每一种营地都睡上
几晚，考虑客人的舒适度，比如木平台营地的
车位设在哪里；车头朝哪边停方便装卸装备；
在平台上休息，前方的视线是否仍能保持停
留在私域，避免抬起头就看到另一家。碎石
营地铺的石子粗细也是细细琢磨过，刚从小
白转成玩家的客人喜欢柔和一点的细石子，
而资深玩家更青睐粗石子。有的客人开来的
是房车，普通的10A插座不能用，就要准备
16A的插座。可以说是边做边改，不断打磨。
疫情过后，露营风还会否像当下一样盛

行？这是业内人士悬在心头的一个问号。大
家都认为届时必然会有一波洗牌，而如何成
为最后的胜出者，考验着各自的智慧和创新
能力。当当说，拥有核心竞争力的营地才有
可能生存下来，比如营地的独特性、服务的舒
适度或者能够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而那些
找块野地就做，只卖营位费的，时间一长，自
然会被淘汰。

五“无痕露营”行稳致远

露营并非全是美好。黄宇洲和当当都
说，从盈利的角度上来说，露营看上去很美，
其实盈利非常微薄，有时候还要亏本。特别
是遇到恶劣天气和户外安全等风险时。
遇到刮风下雨天，只能劝退客人或取消

活动。上周六，黄宇洲的营地就遇到了凌晨
下雨，惊扰了几名没有睡着的客人，好在小雨
飘了一会就停了。黄宇洲说，如果预订好的
时间下雨，露营者经常会很纠结，以前也发生
过客人在群里要退营。后来他们摸索出两个
办法，一是和露营地的气象局保持良好的信
息沟通渠道，掌握准确的天气信息；二是遇到
上海发布中雨预报，就直接取消活动或换场，
以免纠结，引起双方不好的感受。但取消活
动带来的损失有时候是巨大的，搭好的舞台
白白拆掉，损失几十万元的事情也发生过。
安全隐患方面，为了预防固定帐篷的风

绳绊人，营地一般都会要求客人在风绳上挂
串灯示警，同时保证帐篷之间的距离，也会为
儿童在安全区域专门设置游戏区。
突然膨胀的露营行业自然会带来一些不

和谐音。近两年，在公共绿地或野地的露营
者留下满地垃圾、随地大小便，导致一些环境
较好的野外营地遭到破坏的事时有发生；还
有人在夜晚露营时大声喧哗，影响了周边村
民休息，被村民投诉；更恶劣的，有人随意焚
火，导致草皮遭到破坏。
资深露营者素流建议，初级露营者最好

还是去正规营地，既能减轻对城市公共环境
的影响，也可以保证日常补给和人身安全。
他和朋友们提倡无痕露营，不仅自己露营的
时候会先捡一圈垃圾再扎营，也会经常举办
一些无痕公益活动，招募10—20名露营圈子
的朋友，到经常去的野外营地捡垃圾。
文明露营才能走得更远。黄宇洲说，大

型露营活动提前告知参与者，大多数时候也
能得到很好的效果。2019年办第一届长三角
帐篷露营节暨首届辰山草地户外露营节时，
正值上海市推广垃圾分类，他们借此和参与
家庭提出了“无痕露营”的概念，300组家庭收
完帐篷后，场地没有留下一个空瓶、一片纸
屑。此后每一次大型活动结束后，基本上都
能做到场地整洁。
上海2017年已出台《经营性帐篷营地建

设与服务规范》，对帐篷营地的经营基本条
件、营地建设，以及基本服务、特色服务、配套
服务等提出具体要求。相信在不远的未来，
良好的露营文化必将成为城市文明的七色
拼图，展示都市人生活的多姿多彩。

（文中除黄宇洲外均为网名）

本报记者 姜燕

有人说，这个季节，一到节假
日，“整个上海的朋友圈都在露营”。

11月初上海郊外的夜晚，薄寒
和微露已经降临，但各个露营地依
然热情不减，帐篷林立，烧烤飘香。
落日余晖中，孩子们追逐奔跑、欢笑
嬉戏，几家人围炉烧烤，帐篷、天幕、
串灯、篝火，一幅幅浪漫、唯美的画
面，诱惑力让人难以抵御。

近两三年，曾经只受户外运动
爱好者青睐的露营，渐成都市白领
最心仪的休闲、亲子互动和减压方
式。在城市里亲近大自然，露营改
变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也在塑造着
露营本身。

① 野餐配合
梦幻的帐篷，
浪漫又唯美
② 林间营地
成为新兴的热
门露营选择
③ 雷克斯带
着家人在太浦
河边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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