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景点旅游，我基本不购物。但有例外，那就是买
书，确切地说，是买和本次旅游景点相关的书。前几日，
我将这些年来在景点购买的书整理了一下，竟然有几十
本之多，像《鼓浪屿览胜》《杭州游览手册》《莫干山导游》
《狼山风光》《扬州名胜》《杨贵妃传说故事》《一代名园的
兴衰》等。我在买的书上写上购买年月日，现在重新翻阅
这些书感慨万千。
有人好奇，别人到景点，大包小包买了不少当地土特

产，你为什么不买？我说，这书也是当地土特产啊！早
年，没有手机，买了书，等于请了免费导游，然后根据时
间、喜好，挑选景点去玩，因此，书是我的旅游指南；书上
往往有当地土特产介绍，道地一点的，书上还标注在什么
地方可以买到正宗的土特产，因此，书是消费必备，虽然
我不购物，但我向同行的朋友介绍，让他们买到正宗的土
特产；书也是很好的资料，对我写旅游文章有很好的参考
作用；另外，书也是珍贵的档案，我会经常拿出书来，一边
翻阅，一边回忆当年旅游的种种趣事。书可以永久保留，
到景点买书是最合算的事情。

1982年10月17日，我去莫干山出差，在莫干山荫山
饭店买了《莫干山导游》一书。2023年7月，我再去莫干
山，带上这本书，按图索骥找荫山饭店，却无论如何找不
到，问当地原住民，也茫然，于是我将《莫干山导游》拿出
来，见是1982年的，年轻人哪见过这？后来找了个50多
岁的柏师傅，柏师傅说荫山饭店早就拆了重建，柏师傅说
他也没见过这本书。接待大厅的工作人员都围拢来看这
本书，旅游书成了新闻，真让人想不到。

不购物，只买书

戚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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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马识“货”
石杉裘

只要喜欢，无需理由
君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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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购物谨慎为好

不久前，我和几个文友到安徽泾县旅游。回
程时大巴车进入某服务区小憩。服务区内供应的
当地特色食品小吃非常丰富。不过，可能是商品
不对路或者价格没优势，同行者几乎没人消费。
本来我也准备走了，突然看到一处临时摊位的条
桌上堆满了用红色塑料网兜包装的咸鸭蛋。走过
去一看再一拎，因为我平时每天要去买菜，因此知
道这网兜里的咸蛋新鲜分量足，每只咸蛋居然都
有两只鸡蛋大。网兜附的一张小纸片上印着生产
厂家、食品标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食用方法、储
存条件等，配料表是高邮鸭蛋和精制食用盐两项，
价36元。每只2元，与超市的价格基本一致，但品
质大小肯定比普通超市好不少，于是我就买了一
袋。
回家随机剥开一只咸蛋蛋壳后，吃口咸淡适

宜鲜洁，还是双黄的，红油正款款溢出。我把此景
拍了照片放在驴友群后，大家纷纷点赞我是老马
识“货”，赖兄表示今后如要在旅游景点购物，就跟
着“老马”。
其实我这匹老马识“货”，是经过好多次失

“蹄”教训才得来的。其中最郁闷的一次也是买咸
蛋。那次我去某市开会，高星级的酒店大堂上有
一款包装盒十分精致高档的咸蛋样品。当时拎在
手上沉甸甸的，感觉物有所值，于是买了两盒，一
盒准备送亲人。谁知到家打开后，发现原来“沉甸
甸”的是包裹咸鸭蛋的黑封泥的分量，剥开后里面
的咸蛋又小又不新鲜，不仅不能食用，而且还有几
只变质了。
从此，自己总结出了在景点购物前一定要注

意商品的价格、质量和性能都要“透明”，特别是食
品。这样，才能买到价廉物美适合自己的商品。

多年前，单位组织到长江三峡游览。游船溯
长江而上，每到一个景点上岸游玩，同事都会买一
些吃的玩的。
最后一站到了某古城，参观完博物馆，我们来

到购物大厅，这时我和同事小吴两手空空，啥也还
没买呢，都想买点东西带回去。转了一圈，几乎同
时看到一块小木头：灰泥土色，半个巴掌大小，一
头半圆形，一头方形，方形的尾部被削成薄薄的斜
面，上面一排细细的刻痕，有点像梳子，卧在古色
古香的盒子里，被周遭的氛围衬托得很有年代
感。标签上写着“楠木”，标价35元。刚听导游在
车上介绍，此地出土了古人的棺木，有用楠木做
的，放在水里是不会下沉的。看到实物，我们兴奋
又好奇，价格也不算贵，就是它了！我们一人买了
一块。回到车上，大家争相展示所购物品，我们拿
出宝贝炫，同事说楠木不可能这么便宜，是假的。
我和小吴不服气：“博物馆怎么会卖假的！”
当天返程，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拿脸盆装

水，我捧出楠木放进去，期待奇迹出现，一秒，薄的
一面先入水了，二秒，整块木头就拽着我的心一起
往下沉……我傻眼了，会不会是水放少了？续了
满满一盆，复投，沾水即沉，吸饱水了嘛！本想给
家人看奇迹的，结果，家人奇怪地问：你花35元就
买这么一块烂木头回家？但我毕竟没舍得扔，35
块嘞！
这以后出去旅游，我就不在景点买东西了，要

买特产到超市，当地人的购物场所，总不可能买贵
买假吧？而且以买吃的为主——旅游途中觉
得不错的东西，买回家基本都是束之高阁，和
那块“楠木”一样。

每次外出旅游，我总会买些一看就喜欢的东
西。眼下我已有40多件石雕、木雕、玻璃器皿、水
晶制品、竹器、陶器……“只要喜欢，无需理由!”
这就是我购物的理念。

那年去湘西凤凰古城游玩，一眼看到一家店
里有座木雕十分精美。木雕上佛祖慈祥地端坐
中间，四周簇拥着的十八罗汉也都笑容可掬。我
很喜欢，立即买下。如今摆放在橱柜里，我一见
它就喜笑颜开，心里的愁闷会一扫而光。有一次
在宜兴买紫砂茶壶，一把壶壶身刻有篆文“可以
清心也”。此一句回文诗可分别读成意思相同的
五句，颇有情趣，我就欣喜地付款捧回。前年我
曾在新西兰瓦纳卡湖畔垂钓，之后一直想买一套
渔具。去年在杭州看到有收纳了成套钓具的鱼
匣，仅重2公斤。我大喜过望，当即付了400元买
下。今后外出垂钓，一拎就走，方便极了。有时
购物处于“买”还是“不买”的纠结中，我就想“今
后或许不再来此地了”，依旧银货两讫。

我还对土特产一见钟情。那年乘绿皮火车
去南京，沿途买了昆山阳澄湖大闸蟹、苏州豆腐
干、镇江肴肉……我母亲吃了大闸蟹和肴肉赞不
绝口。去年我到常州一游，买了常州特产横山桥
百叶和豆炙饼，分送几家亲戚，他们都夸这豆制
品吃口细腻滑爽，果真名不虚传。还有一次自驾
游去溧阳，忽闻缕缕清香，原来一家米行正出售
晶莹雪白的新米，同游者四人各买了30斤。我分
送一些给邻居，他们都很惊喜。因这优质的溧阳
米熬成的粥漂浮着厚厚一层米油，最滋补身体。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也是我的喜好。

下次外出旅游，不知还会买啥。但只要我喜
欢，一定爽然付款！

喜欢旅游的我去沿海城市旅游，想看看与同
样是沿海城市的上海有什么不同。诚然，那里的
自然风光着实令人着迷。也许是盛产珍珠的缘
故吧，并连带出各种漂亮玉镯热销，许多景点都
有卖珍珠项链、玉镯的摊位。珍珠雪白饱满，玉
镯晶莹剔透，十分惹人喜爱。我在多个摊位前认
真询问，仔细观察，摊主告知他们卖的绝对是上
品、真货，且有质量保证书。询问价格很有诱惑
力。据称，是原产地薄利多销。因摊主态度诚
恳，有问必答，也没有强行推销，我们信了。带回
上海后，有经验的老法师一眼就看出这两款“珍
珠项链”和“玉镯”要么是次品，要么是假货。原
来，“珍珠”是用次料研磨成粉末重新压的，“玉
镯”则是用玻璃冒充的。

无独有偶。那次我在某景区看到有当地产的
大红枣卖，个大软糯适中，色彩红艳诱人，遂买了
一些回去品尝，原来却是暗地里浸泡过的，看起来
外表挺括，肉感却很差。尽管想去找摊主理论，但
我们住的宾馆离景点已不是一点点路。只做一次
性生意、不在乎回头客的摊主，是不会担心有人专
门找上门的。类似的购物陷阱，多发生在一些风
景名胜区，游人不知不觉就会挨上“温柔的一刀”，
事后一旦醒悟，感觉商品名不副实，也常常是“哑
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追悔莫及。

为此景区购物我给自己约法三章，如果对
喜欢的物品不领市面，不知真假，总价又较高
的，还是不买为好；若途中确需购物，最好事先
做足功课，请懂行的人指点迷津，有备而去；同
时购物要到有信誉、有资质的商家去买。人
在景区，购物多留一个心眼，才能乘兴而
去，放心而归。

刘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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