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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走到哪儿盖到哪儿，还要呼朋唤友出攻略

一枚小小印章 集结青年之城

继“特种兵式旅
游”、City Walk火爆
后，年轻人中又流行
起了“集章”。走到哪
儿盖到哪儿，甚至出
攻略、画线路，还自制

“二创”集，都成为了
年轻人出游的新“仪
式”，还自封了一个可
爱 的 称 呼 ——“ 盖
帮”。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记者看到，社交平台上的数
据也显现出了集章的热度。小
红书上，“集章”话题浏览次数已
经超过1.5亿，“盖章”话题浏览
次数更是达到3.1亿次。微博上
的“集章式旅行火了”的话题阅读
量达到55.6万。去年国庆假期，
一份《2023中秋国庆旅游消费趋
势预测报告》中的数据也指出，

“集章式旅游”成为年轻人新宠，
在去年中秋国庆假期相关热门旅
游关键词中，“盖章”位列榜单第
二，关注度仅次于自驾游。

集章就像是一场有任务清
单的City Walk，“盖帮”们不仅自
己盖，还会热情分享亲自体验过
的集章体验。

点开小红书上已经达到
487 万次浏览的“上海集章”话
题 ，感 觉 打 开 了 一 个“ 新 世
界”——从外滩、豫园、东方明
珠等各大景点，再到人民广场、
武康路、杨浦滨江等各大地标，
都有“集章攻略”。甚至还有网
友分享了“中石化第一加油站”
的盖章攻略，这一位于南苏州

河畔的加油站今年迎来建
站 76 周年，因此推出了 4
枚加油机系列章、1 枚站
章、1枚周年章及1枚套
色章。让人感叹着实有
点卷：“连加油站都有章
了。”

“保姆级攻略拿下
450+印章”“上海人民
广 场 集 章 ，一 次 盖
80+枚印章路线”“上
海天文馆，最全集
齐48枚印章”……

就和做一份旅游线路攻略一样
认真，这些年轻人会设计集章路
线，告诉大家如何更科学合理地
在一条线上盖到最全的章，信息
还会不断更新。

小曦告诉记者，她所在的集
章爱好者的群里，大家也会列出
各自的集章心得。“章更新了或
是下线了，哪里出新章了，还有
章的大小，是否要准备大点的本
本，哪里人多墨容易不够，要早
点去……提前做好功课，可以省
下很多时间。”

很多集章爱好者不只写本
地攻略，集章“战利品”更是遍布
全国各地。已经收集到数百枚
章的集章爱好者娟娟就是南京
人，但对上海的章，她也非常熟
悉。“我经常周末来上海，就是为
了集章。”对于“集章秘籍”，她更
是头头是道：“有的场所对集章
者很友好，比如上海大剧院，不
用安检，直接在1楼文创商店的
收银台旁边，还有桌椅方便盖
章，全程自助。”

她告诉记者，有些场馆还是
希望能借集章让大家多参观展
馆，所以更像寻宝游戏，比如中
国证券博物馆，一共9枚章，分布
在3个楼层的各个展厅，一般要
集齐章，相当于逛完了一个博物
馆。还有些文创场所的免费章
很隐秘，“你要问柜员，或者完
成隐藏任务，她才会悠悠地拿
出来给你敲上，比如豫园的很
多 老 字 号 。 那 边 还 有 个‘ 彩
蛋’，就是余德前老师的篆刻摊
位，运气好可以敲到这位非遗
传承人的私章。”

让人与城水乳交融
让人与人心心相印

盖章到底有啥魅力？不少

集章爱好者坦言，就是觉得这些

章很好看，有种“不集全会遗憾”

的感觉。“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

态吧。跟小时候集卡，之前集盲

盒、集徽章一样。”而随着集章火

爆，越来越多的城市景点、地标、

店家开始“整活”，让印章带有了

更多地方文化的特色。琳琅满目

的各种印章也唤起了年轻人的

“创作欲”，不少爱好者会进行“二

创”。如在各种章上手绘，制作成

手账本，有的通过不同印章的组

合，创作出一幅城市地图，有的给

黑白章上色，宛若风景画。

更多爱好旅行的年轻人则

说，这样会让“行走”更有“仪式

感”。“从找章到盖章，整个过程

让我觉得很像现代版‘通关文

牒’，仪式感满满，每一个章都是

你曾经走过的地方，是你自己用

脚步去丈量去寻找到的印记。”

娟娟说。喜欢旅游的她曾经喜

欢寄明信片，但有时候会遗失，

自从发现集章的乐趣后，她立刻

爱上了这种保留记忆的方式。

“比明信片更完整，比拍照更有

参与感，因为寻章，也更能沉浸

式地去了解这个城市。”

“如今，人们旅行已经不满

足于走马观花，而是要获得独特

的生命体验。”复旦大学旅游学

系教授沈涵表示。年轻人喜欢

体验式、互动式、有参与感的城

市行走，也有更强的分享欲和表

达欲，小小的一枚章可以以很低

的成本给年轻人带来这样的“情

绪价值”。

而对自称“盖帮”的这些集

章深度爱好者来说，集章这件本

来很个人的事甚至产生了社交

属性。“因为盖章，我遇到了许多

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大家也会互

换章。聊得来的也会发展到其

他的兴趣爱好。”小曦说。

娟娟有一次去西安，在一个

邮局前遇到了另一位姑娘，两人

一对眼，就知道都是来“寻章”

的，因为邮局快关门了，她们好

不容易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盖

到了章，或许因为过程的不易，

盖完章两个陌生人就一起结伴

去小吃街觅食去了。“感觉一个

印章，不仅让你收获到与在地文

化的联结，也能让人与人之间产

生美好的联结。”

“我真的低估了广大市民对
盖章的热爱程度。”这是集章爱
好者小曦最近去玉佛寺盖章时
发出的感叹。

玉佛寺从3月份开始推出龙
年限定章，总共有7个，一天一个，
周一到周六是红色章，周日是套色
章，周日去可以一次性盖7个章。
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小曦3月的
第一个周末就赶去了玉佛寺。

“我以为这个月刚开始，网
上都还没什么攻略，应该没什么
人，结果我早上9点半到的，前面
就已经排了将近百来号人，算下
来得排一个多小时。”小曦告诉
记者，“还好后来工作人员看到
人太多，就将人流分成了两批，
我正好在当中，瞬移到了前面，
还是有点幸运的。”

小曦说，她就是冲着龙章来
的。“限定版，比较有纪念意义。”从
今年春节至今，她已经收集了20几
枚“龙章”，并不算多。“今年光是徐
家汇这片据说就有20多个章，我看
到有的姐妹已经集了50多个。”

位于安义路上的静安旅游
服务中心，今年春节也推出了一
款限定款的龙年套色章，颜色亮
眼，画面精致，在“章友”中口耳
相传，成为今年春节人气最高的
一枚“龙章”。

“这款龙章设计细节比较
多，比如龙身周围还有几点蓝色
的间色，就好似水珠溅起来的样
子，一下子就动感起来。”静安区
旅游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水是
财富和福气的象征，这一为新春
特制的“龙年套章”上，蛟龙踏浪

而行，脚下的蓝色浪花正是苏河
湾河水，传达了龙年如龙遇水的
美好寓意。

“我们是2月13日春节前推
出的，一直到2月29日，差不多每
天都有几百上千人来排队敲龙
章。春节后期天气也不太好，冷
空气降温，加上下雨，但基本客流
不断。包括2月29日最后一天，
都还有人特意赶过来，也算是龙
年‘开门红’了。”工作人员笑说。

去年静安区就曾尝试推出
多个特色集章打卡活动，“探秘
苏河湾上的桥”的集章活动设计
了苏河湾13座富有历史底蕴的
桥梁章，一下子就出了圈。“我们
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尤其是吸
引了很多年轻人来敲章，敲章的
同时也对这些桥梁历史老建筑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因此，今年静安区旅游服
务中心更新了建筑印章，从2月
到7月，每月都将更新2枚建筑
印章，一共12枚，也很受欢迎。
因为“盖章”这件事，这家小小的
旅游服务中心也成为了年轻人

的“网红打卡地”。

“盖帮”心得

为“龙章”排长龙

“我早上9点半到的，前面就已经排了将近百来号人，算

下来得排一个多小时。”

“从2月13日到29日，差不多每天都有几百上千人来排

队敲龙章。冷空气降温，加上下雨，但基本客流不断。”

加油站“盖章攻略”

“我经常周末来上海，就是为了集章。”

“章更新了或是下线了，哪里出新章了，还有章的大小，是

否要准备大点的本本，哪里人多墨容易不够，要早点去……提

前做好功课，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

静安旅游服务中心盖章。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年轻人在网上分享集章心得。


